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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 5 月，周末关爱报道了丫
河村一对特殊的婆媳，婆婆叫谢梅
珍，儿媳妇叫钱全妹。她们俩有着
相同的人生遭遇，都生下了智力残
疾的儿子，但两位母亲用几十年如
一日的爱心和耐心诠释着母爱无
边，为母则刚。

11 月 21 日，记者再次走进谢
梅珍家，发现这个家变得不一样
了——客厅装修了，卫生间也进行
了适老化改造，整个房子更加干
净、整洁。家中门窗上贴满了喜
字，原来是钱全妹的小女儿在采访

前的一个周末刚刚出嫁，一家子还
沉浸在喜悦之中。

“女儿出嫁也了却了我一桩心
事。”钱全妹说，前几年一直为女儿
担心，怕家里这样的情况耽误她找
人家，现在大事办完我的心也放下
来了，很开心女儿能找到一个疼她
爱她的人。钱全妹说，“女儿找到
了属于自己的幸福，开始新的生
活，我们这个家也会越来越好的。
虽然目前的经济状况短时间内没
有办法改变，但有这么多人关心我
们，我们一家子一定会更努力。”

小女儿刚刚出嫁，了却了母亲一桩心事

“我们这个家会越来越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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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腿脚不便，只能这样炒
菜了！”11 月 24 日上午十点半左
右，周末关爱栏目记者在东头村
社区工作人员的带领下，来到李
成军（化名）和刘永娣（化名）夫妇
家中。

当时，身患淋巴癌的李成军正
坐在轮椅上，老伴刘永娣则忙着做
午饭。和一般人做饭不同，刘永娣
做饭时，灶头旁边放着一个凳子，
炒菜时，她要一直坐在上面操作。
原来，几年前，刘永娣突患脑梗，经
过治疗后，身体恢复得很不错，但
一只胳膊和一条腿都不像以前那
样利索了，尤其是做家务活时，她
总感觉身体没有力气。

今年 74 岁的李成军和 72 岁
的刘永娣有一个儿子，但十年来，
一直在外地。在不少邻居看来，他
们和空巢老人没有什么区别。

据两位老人介绍，这些年以
来，儿子很少回来。“最近回来的一
次还是4年前，老头子生病，他陪着
老头子去医院看病。”刘永娣说，孩
子不在身边，他们已经适应了两个
人的生活。

“如果我们两个身体都好好
的，健健康康的，的确没有什么可
愁的。哪怕一个人患病，另外一个
好好的，我们也能经受得住。但
是，怕什么来什么，这几年，我们两
个人都患重病了。”刘永娣说，老伴
是先患病的，为了治病，花了几十
万元，现在每天还要吃药。她是前
两年患上脑梗的，治疗期间，也花
去了不少钱，现在每天光吃药都要
几十块钱。

在刘永娣看来，自己的病有可
能是太操劳导致的。“老头子做手
术后，一直躺在床上，因为时间久
了，把神经压坏了。后来，他大小
便失禁。我每天照顾她，晚上都要
起来好几次。”

刘永娣患病后，曾请过一段时

间的护工照料老伴。但护工每个
月大几千元的费用，让他们在经济
上承受很大压力。后来，她的身体
逐渐好转了，就赶紧辞掉了护工。

“从去年开始，老头子的身体
慢慢好转了，感觉更不需要护工
了，自己能做还是自己做吧。别人
做，我总是不放心。”刘永娣介绍，
年轻时，他们夫妻两个都是普通工
人，而且她本人还是下岗工人。下
岗后，她开始打零工，收入微薄。
同时，她还要照顾家庭，除了抚养
孩子，还要料理婆婆和父母的生
活。“现在想想，那时候真是太辛苦
了。但是，再苦再累，我也坚持下
来了。”

在刘永娣心中，老伴就是她最
大的牵挂和动力。以前，天气好的
时候，她每天都会推着他去小区逛
一圈。现在，她身体不好了，出门
的次数少了很多。外出遇到邻居，
邻居们总会夸她会照顾人、体贴
人。

李成军心里也时刻装着刘永
娣。“以前，我只能躺在床上。多亏
了她对我照料得好，才让我坐了起
来，还能出去逛逛了。现在，她就
是我最大的依靠。”李成军说，他希
望自己能尽快好起来。“那样的话，
她肩膀上的压力会小一些。而且，
我也想照顾照顾她！”

急难救助档案

编号：637
姓名：李成军（化名）
年龄：74
住址：南大街街道东

头村社区
家庭情况：本人患淋

巴癌，生活不能自理，妻
子患有脑梗，腿脚不便，
两人长期服药，生活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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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微心愿’，我认领！”“这
位小朋友想看的书，我全包下了！”
11 月 29 日起，市住房保障中心工
作人员林女士和王女士，每天都要
接到数十个认领“微心愿”的电话，
爱如潮水般涌来，让她们感动不
已。

11 月 29 日，常州日报微信公
众号发布了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
局党委主办、市住房保障中心和常
州日报社“周末关爱”栏目组联合
承办的“情暖万家筑梦龙城”的微
心愿互助活动，呼吁引导广大爱心
单位和个人积极认领保障家庭中
18周岁以下少年儿童的567个“微
心 愿 ”，帮 助 他 们 得 偿 所 愿 。
“微心愿”发布的第二天，常州市

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就主动参与，承
包认领 75 个“微心愿”，提供 75 份
运动器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
副主任万涛向记者表示，一个个微
心愿的精准送达，倡导的是全民公
益理念，体现的是社会正能量，市
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始终以责任为
引领，以公益为使命，与全社会共
享体彩发展成果。其他爱心单位
也纷纷尽自己的一份心力。12 月
5 日，常州弘扬燃气报警安防有限
公司致电市住房保障中心，表示已
网购 103 只书包，近日就将送达。
该公司负责人吴女士说，这些年
来，公司始终不忘社会责任，积极
投身于各种社会公益活动。

在这场爱的接力赛中，爱心市
民也不曾缺席。35 号和 342 号分
别是两个8岁和15岁的小姑娘，心
愿不约而同都是书籍。王女士是
一位学龄儿童的母亲，热爱读书，
也爱和孩子一起读书，她告诉记
者，美国诗人狄金森曾经写道：没
有一艘船能像一本书，将我们送往
异乡，也没有一匹骏马，能像诗一
样驰骋远方。这让她深以为然，这
次她为孩子们精心挑选了整套的
中国传统童谣书系、一套科普立体
书和《老人与海》、《林清玄散文》等
书籍，希望他们或接触更多思想和
观点，或被文字治愈和慰藉。“常州
是一个温暖的城市，作为社会的一
份子，我们有责任关注弱势群体的
需求，完成‘微心愿’的同时，我也
感到无比满足，希望我的小小善举
能让他们感受到温暖和希望。”王

女士对记者说。
为 12 岁的小姑娘送上《朝花

夕拾》、《百年孤独》、四大名著精装
版本的张女士说：“每个人的能力
或许有大有小，但奉献爱心不分大
小，只要每个人都不在爱的接力上
缺席，哪怕只是贡献些许点滴力
量，最终也能汇成爱心的海洋。”周
末关爱的老朋友张瑞江，这次同样
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献上了一份
爱心，他网购了20只书包，为20个
孩子圆梦。

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住房保
障处处长寿可表示，截至12月7日
下午 3 点，已有 501 个微心愿完成
认领，其中爱心单位认领 320 个，
爱心人士认领 181 个，目前已有
247 个微心愿的爱心物资已经送
达到指定地点。市住建局衷心感
谢广大爱心单位和爱心人士的关
心、关爱，下一步会择期分批安排，
将爱心物资送达到微心愿申请人
手中，让爱心落到实处，让温暖在
冬日延续。

“微心愿”认领截止时间：2023
年 12 月 20 日；爱心热线：0519-
81281068（9：00- 11：30，13：30-
17：00），联系人：林女士、王女士。

567个“微心愿”已被认领501个

小善大爱，点亮城市温暖之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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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心单位捐献的运动器材和
王女士捐赠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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