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娜娜 漫红 记者 李皖婷

不能再让他们“开天窗”

她，让他心灵充满阳光

“我没有想到会出名，我就是想

过好‘小日子’。”面对记者，徐敏言语

轻轻，“我觉着他们就是我的亲人，感

觉很亲近。你的亲人穿着破衣，你心

里一定是难受的。”

昨日，徐敏带着记者到了她工作的

茶水房，这是矿工们上下班必经之地。

“大姐，忙呐！”正值中午交换班，上、下

井的矿工们热情地与徐敏打着招呼。

“大姐，俺的肩头刚刮了个口子，现在能

给补一下吗？”一位老矿工凑上前笑着

问道。“能！”徐敏爽利地应着，从茶水房

里拿出了一个装有针线的“爱心百宝

箱”，熟练地穿针引线……

陪同记者采访的矿女工部同志介

绍，截至目前，徐敏已经义务为职工

缝补、修改、熨烫衣服达5000多件次，

累计加班600多个小时。“她用爱心和

执着，从平凡和细微之处谱写了对煤

矿职工的真诚和关爱。”女工部同志

还告诉记者，一袋小零食、一瓶绿茶、

一盆绿萝，一个感激的微笑，一声真

诚的道谢……率真的矿工们也用自己

的方式向徐敏表达着谢意。

“你是咱们的大姐！”

除了二胡，宇强还有个

好朋友，就是收音机。“我喜

欢听有关国家大事的新闻，

每次国家有新政出台时，我

都 会 仔 细 倾 听 ，并 逐 条 分

析”，宇强告诉记者，除了关

心国家大事以外，兴趣广泛

的他还喜欢听曲艺、相声、评

书等节目。

李时华看不见，加上甚少

出门，宇强便把从收音机里听

到的东西说给母亲听。“虽然

我俩的眼睛都看不见，可是我

知道，妈妈在心里把我当成她

的眼睛。”宇强觉得，给母亲描

述这个色彩斑斓的世界，就是

他的幸福。

宇强说话时，坐在旁边

的李时华不发一言，幸福的

微笑却像花儿一样在她脸上

绽放……

他，给她描述一个斑斓的世界

和你在一起：爱让盲人母子不孤单

38 年前，患有先天性失

明的李时华生下了儿子宇强，

宇强也是先天失明。但李时

华从未放弃。12岁那年，宇强

迷上了二胡。尽管家庭一贫

如洗，父亲宇宗水还是买了把

二胡送给宇强。虽然看不见

五线谱，宇强却对乐曲有着极

高的理解力。每当宇强拉起

二胡，李时华就是他最忠实的

听众。

“起初拉二胡时很难听，

但妈妈鼓励我，我也越来越熟

练。妈妈还鼓励我出去交朋

友，现在我一拉二胡，他们都

鼓掌。”因为有了妈妈的鼓励，

宇强的二胡演奏水平得到很

大的提升。去年 7 月份在合

肥市残联组织的残疾人才艺

大赛上，宇强作为瑶海区残疾

人代表参加比赛，一曲二胡独

奏《光明行》打动了在场所有

评委，拿到了组委会颁发的

“优秀奖”。

让“亲人”穿着破衣，我心里会难受

“最美大姐”：为二千矿工义务缝衣
林惠荣 张峰 记者 张火旺 文/图

在煤矿，矿工的工作服被刮烂、磨破是最常见的事儿，但刚到采矿现场工作的徐

敏，却看着心里难受：他们也是七尺男儿，整天穿着“伤痕累累”的衣服，情何以堪？

于是她对丈夫说出了自己的决定，“我想帮着矿工们补衣服。”半年来，徐敏为矿工缝

补、修改、熨烫衣服达5000多件次，2000多名矿工不论年龄，都尊称她为“大姐”。

2007年8月下旬，徐敏从淮北市朔

里煤矿，调入杨柳煤业公司物业科，辗

转几个岗位后，2011年8月，她被抽调到

离井口只有20多米的茶水房工作。干

了没3天，徐敏就觉着心里堵得慌：原

来，这是一片新矿区，矿工们的家大都

在百十里以外，工作服被刮烂、磨破是

最常见的事儿，可家属不在身边，来不

及将衣服带回家缝补的矿工们，常常就

穿着开“天窗”、挂布条的工作服上下

班。

“家里人看到他们穿成那样，得多

难受？”连着两天，看着矿工们穿着“伤

痕累累”的工作服上井、下井，徐敏的

心里翻腾不止。“大刘，我想帮着矿工

们补衣服。”第三天晚上，从井下收工

回到夫妻宿舍的丈夫刘夫忠，将自己

刮破的工作服递给妻子徐敏时，被她

突然冒出的一句话吓了一跳。

第二天一大早，到了单位，伺弄好

茶水房，徐敏找到了物业科负责人和女

工部的同志，这位普通女工的想法，让

众人刮目相看，立即答应给予全力支

持。

“我只想过好小日子”

2011年9月6日，徐敏的“补衣坊”在

采掘楼一楼物业科的化学药房里正式

“开业”了。挂着“义务修补工作服”的

“补衣坊”，很快受到了矿工们的欢迎，前

来送补、修改熨烫衣服的职工越来越多，

徐敏也就愈发地繁忙，一头顾着茶水站，

一头顾着缝补衣服，尤其是矿工们交接

班的当口，她更是“团团转”。

为了及时缝补工作服，不耽误职

工下井开工，力争“立等可取”的徐敏

加班加点，顾不上吃饭，经常让同事从

食堂带点饭菜对付一口了事，但对每

一位来送、取衣物的矿工，徐敏从不敢

有丝毫懈怠，都是笑脸相迎。

“补衣坊”火了，矿工们甭管年龄

大小，都尊称她为“大姐”。“大姐，接活

喽！”听到这声儿，正在忙活的徐敏立

即脆生生地应道：“好嘞！”再一抬头，

却是一位四五十岁的矿工站在窗口，

“大哥，你可不能称呼我为大姐……”

接过两件肩膀上有洞的工作服，徐敏

的脸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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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姐”为矿工现场缝补衣服

如果没有他，她不知道自己在世界上，还有谁可以依赖；如果没有她，他不知道弹奏出再优美

的二胡，还会有谁倾听。在37岁男子宇强看来，世界上最幸福的事情，莫过于在自家十几平米的

房子里，弹奏一曲二胡曲给62岁的母亲李时华听。

在合肥市三里街淮北新村内的一处平房里，一对盲人母子，相依为命37年。在他们的世界

里，没有缤纷的色彩、没有影像和图画，他们拥有的仅是各种动听悦耳的声音，和在困境中对美好

生活的追求。

一智障孤寡老人和他的10个“家”

一个父母早早过世的智障男子，村里人好心收留，每户轮流照顾。25年如一日，哪怕生活再

艰苦，从未让他断过一口粮，受过一天苦。

操和分 记者 李世宏

王长陆，舒城县晓天镇黄

沙村曹院村人。生性愚钝、智

商偏低。在他十几岁那年，父

母就先后过世了，于是被亲房

叔叔领养。但好景不长，叔叔

在外干活的时候出事死了，只

留下王长陆一人。叔叔走后，

王长陆经常在外面闲逛。

村长见此景，就召集村里

人商议，就王长陆以后的生活

展开讨论，最终决定村里10户

人家按人口多少，一家住几

天，即4口人家管4天，5口之

家管5天，轮流照顾王长陆。

邻居怜惜 决定轮流照顾

刚接纳王长陆的那几年，

正是村里实行包产到户的时

候，大伙都勒紧了腰带过日子，

但既然同意轮流照顾，哪怕日

子再难，也不会少了王长陆一

口饭。 家里人吃啥他吃啥，逢

年过节，不论有没有客人，王长

陆都俨然是自己家庭中的一

员，一只碗，一双筷，一个座位，

吃啥喝啥总也不会少了他。

王长陆吃在大伙家，但单

独住在自己的老屋里。由于

老屋年代很久远，很是破陋，

每当遇到天气不好时，当日管

吃的人家都要赶过去看看漏

不漏雨；天气好的时候，村里

人没事就会把他的衣服、被子

洗一洗、晒一晒。王长陆生病

了，找医生也都是大伙的事，

带他上医院，给他买药，从未

让他小病酿成大灾。

日子难过 也少不了他一口

这样吃着百家饭穿着百

家衣的生活一过就是 25 年，

这么多年王长陆一日三餐没

有断过一顿，没有洗过一次衣

服，没有一次为生活流离。

如今已65岁的王长陆个

头虽然只有 1 米 5 几，但却长

得墩墩实实，很健康。村里人

说，他平日里会到村头田野捡

干柴，送到左邻右舍，或者哪

家需要体力活，他都会很积极

地帮忙。

2006年，村里建起了敬老

院，于是有人开玩笑逗王长

陆，说把他送进敬老院。可是

王长陆听到却当真了，还发了

火，见到人就说：“我哪儿也不

去，这就是我的家。”

25年如一日早已当做自家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