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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蚌埠市技师学院，

有一个脸上总是带着微笑

的美丽女孩，她说她像童

话中的“白雪公主”一样幸

福。

她不是富二代和官二

代，她没有妈妈，却有两个

爸爸。

两个爸爸都是盲人，

终生未娶，她是抱养的。

她在毛坯房里长大，

却终始笑得那么开心，童

话中的“白雪公主”会在蚌

埠真实上演？两个盲人与

“白雪公主”之间，又有着

怎样的感人故事？

毛坯房里长大的“白雪公主”
记者要采访的“白雪公主”，

名叫雪晴，是蚌埠市技师学院的

学生。要找到她，最好的办法是

先找到她的一个爸爸孙新伍。

早在一个月前，孙新伍来到

蚌埠市沁雅凯旋城小区，开设了

一家盲人按摩推拿店。昨日中

午，听明记者的来意后，孙新伍当

即掏出手机，用手指摸索出按键

号，给女儿雪晴打电话：“记者要

来采访你，你现在到校门口等着，

他们开车过去接你。”

初次见到记者的雪晴，略显

腼腆，微笑着向记者问好，长发飘

逸的她，闪着一双聪慧的眼睛，的

确宛如童话中美丽可爱的公主。

孙新伍的老家，在距离蚌埠市

区约十公里远的秦集镇河北村，记

者决定驱车前往。路上，孙新伍又

掏出手机，兴奋地给哥哥孙新月打

电话：“省城的记者来采访雪晴了，

你就在家里等着，不要走动。”

由于道路坑坑洼洼，十公里

的路程，走了将近半个小时。在

雪晴的指引下，车子停在两间低

矮的平房前。“这就是我家。”雪晴

热情地招呼记者进屋。

两间没有粉刷的毛坯房，总

面积不超过二十五平方米，零乱

地摆放着日常生活用品。据孙新

伍介绍，房子是 1988 年盖的，之

后没有翻新过。“有个住的地方，

把雪晴培养好就足够了。”

取名“雪晴”就是把她当“白雪公主”
面对记者的询问，孙新月

两兄弟不愿过多地介绍雪晴的

身世。

“总之，她出生的家很苦，生

下来47天我们就抱养了。”孙新

伍说，抱回家后，他们重新给她取

名叫“雪晴”，“雪”代表白雪，“晴”

代表温暖。

今年 49 岁的哥哥孙新月是

先天性失明，45 岁的孙新伍小

学毕业后，才双目失明，他读过

童话，知道七个小矮人与白雪

公主的故事。如果没有 7 个小

矮人守护，白雪公主可能早被

施巫术、妒忌她美丽的后母毒

死。童话故事《白雪公主》中 7

个小矮人的“高大”形象，影响

着孙新伍，他告诉哥哥孙新月，

要把雪晴当成“白雪公主”来呵

护，把她培养成人，将来过上幸

福的日子。

那还是1994年，孙新月的母

亲68岁，身体还算康健，她教兄

弟俩如何带孩子，比如喂牛奶，换

尿布。兄弟俩除了到地里干农

活，回到家就抢着抱孩子。

雪晴十个月的时候，就会喊

“爸爸”了。“常常是一声爸爸，两

个人同时答应，可开心了。”邻居

大妈说道。

养鱼、学酿酒、学推拿，只为女儿能像“白雪公主”

两个盲人爸爸为她撑起一片晴空

5岁她就开始为爸爸做饭送饭
雪晴从小就很听话，也不见

她怎么哭闹，这给本身行动不便

的兄弟俩，减少了很多麻烦。

雪晴还不到 5 岁的时候，就

成了两个盲人爸爸的眼睛。她

时常护送盲人爸爸过马路。“有

车来时，她就用小手指头在我手

心里用劲挠一下，我知道她的意

思，就会停下来等车过去。”回忆

起这一幕，孙新伍仍喜不自禁。

为了多挣些钱贴补家里开

支，孙新月兄弟俩寻思养鱼。

1998年，在堂弟的带领下，他们承

包了天河部分水面，开始养鱼。

开始时养殖比较顺利，日

子逐渐好起来。那年雪晴 5 岁

了，开始读小学一年级。由于

养殖场离家有一段距离，孙新

月 兄 弟 俩 就 住 在 养 殖 场 。 每

天，5 岁的雪晴早早在家做好

饭，送到养殖场，再跑步去学校

上课。放学回家，她再做好晚

饭送过来，这样的人生轨迹，雪

晴一走就是两年。

听着白雪公主的故事在黑夜里行走
2000 年 9 月的一天，孙新月

“看”电视时，听到中央电视台播

放一期致富节目，用粮食酿酒，酒

糟还可喂猪，收入可观，而且省城

合肥市就有培训点。

孙新月一听来劲了，与弟弟

孙新伍商议。说干就干，同年10

月份，他就到合肥学习酿酒技术。

学成之后，孙新月回家开起

了酒坊，并喂养了十几头猪。

养猪每天要消耗大量的饲

料，踩三轮车到最近的秦集镇购

饲料，单程就需要40分钟，最主

要的难题是兄弟俩都是盲人，家

门口还可摸索行走，到了集镇上

就不可能了。

于是每隔两三天，放学回家

的雪晴，就与两位盲人爸爸出发

去镇上。雪晴在前面把握三轮

车的方向，两位盲人爸爸在后面

推车。通常是下午 5 点左右出

发，回家时总在晚上7点钟之后，

到了冬季，天早就黑漆漆的了。

为了不让走在前面的雪晴害

怕，孙新伍一边推车，一边给雪晴

讲童话，讲得最多的，还是《白雪

公主》。

“爸爸不知讲了多少遍，但每

次我都听得很认真，走夜路真的

有点怕，听着白雪公主的故事，我

就把自己想象成白雪公主，有两

个疼爱我的爸爸，他们吃苦，都是

为了我。”面对记者，雪晴再次害

羞地笑了。

艰难的岁月中伴随的是欢笑
两间毛坯房里，没有一件像

样的家当。唯一值钱的是一台21

寸彩色电视机，那是两年前买的，

原先的一台黑白电视机实在没办

法再维修了。

“你从小在这样艰苦的环境

下成长，会不会感到自卑？你的

两个爸爸都是盲人，会不会被同

学们看不起？”

“我从没感到自卑，一直生活

得很快乐。”面对记者的关心，雪晴

肯定地回答说，在这样的家庭长

大，也有许多人体会不来的欢乐。

从小，雪晴就学会了包饺

子。每逢佳节，她都会帮奶奶一

起包饺子。雪晴清楚地记得，有

一年过年，奶奶走亲戚还没回来，

为了急着包饺子，就让两位爸爸

帮忙擀饺皮子。结果是，两位盲

人爸爸擀出来的饺皮子各式各

样，包出来的饺子自然是千奇百

怪。“这天晚上，一家人吃着奇形

怪状的饺子，笑得合不拢嘴。”

让雪晴更开心的是，每次她

考试有了好成绩，她就回来告诉

爸爸们。两位爸爸比她更要开

心，常常是三人手拉着手，开心地

跳起来。

读职校就是为了好好孝敬爸爸
去年，孙新伍在蚌埠市残联

组织的培训班上，学会了盲人推

拿，一个月前，他的盲人按摩推拿

店在沁雅凯旋城小区正式开业，

开业至今，每天客源不断。

两兄弟至今未婚，谈起女儿

雪晴的未来，他们说，只要有利于

她的发展，将来到哪工作都行。

但雪晴不这么认为。“我之

所以选择读职业学院，就是想

学一门技术，目前学的是数控

专业，将来找工作容易。”雪晴

说，毕业后会选择在蚌埠本地

就业，多挣钱孝敬爸爸，多回家

陪伴爸爸。

她说，她将永远是爸爸心中

的“白雪公主”，一家人和和美美，

迎接今后更美好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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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晴和盲人爸爸孙新月(左)、孙新伍(右)在一起

孙新月在给村民“打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