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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83岁的常壮其将毕生积蓄120万元捐献给宁夏回族自治区
红十字会，悉数用于资助固原市职业技术学校品学兼优的贫困、残疾、
孤儿学生。接过工作人员向他颁发的捐赠证书，老人如释重负地说：

“谢谢你们，帮助我完成了最大的心愿！”
常壮其祖籍湖南省长沙市。外公是当地远近闻名的私塾先生，父亲

是德高望重的教师。一家人乐善好施，经常慷慨解囊接济学生。
“那时候我家虽然小，但是很热闹，放假时家里常常有20多个父亲

的学生。”常壮其回忆，父亲在湖南教书时，每逢假期，偏远山区的学
生常常无法回家——不仅没有路费，而且会因回家给“揭不开锅”的家
里徒增一份口粮的负担。常壮其的父亲就招呼这些学生来家里吃饭，帮
助他们介绍勤工俭学的机会。此外，还定下了规矩，临近过年时，家离
学校100公里的学生，赠1块银元，家离学校200公里的学生，给两块
银元。

“那时候1块银元的购买力是很强的，回家路费往往几个铜板就够
了，但是父亲给学生们银元，还对他们说，走到哪里心里都要装着家
人，让他们给家中父老兄弟姊妹都带些礼品、药品回去。”说到这儿，
常壮其笑起来：“一个教书先生能有多少钱，我小时候也饿过肚子，但
是父亲的学生们在我家，却没有冻着饿着过。”

18岁那年，常壮其随家人来到宁夏回族自治区石嘴山市平罗县定
居。从宁夏医学院（现宁夏医科大学）毕业后，他立志悬壶济世，逐渐
成长为自治区人民医院内分泌科主任医师，中华医学会内分泌学会第
三、第四届委员会学术委员。虽身患小儿麻痹症，除在院内常规接诊
外，常壮其经常拖着行动不便的右腿深入宁夏各个县区村镇开展义诊。

“贫困学生渴望读书改变命运的眼神，寒冬时手指上的冻疮，深深
刺痛了我，这样的情形，让我想起童年时祖辈时常接济学生们。”一
次，在宁夏固原进行医疗业务交流时，常壮其了解到当地职业教育条件
相对落后的现状，深感震撼。他暗自下定决心，一定要帮助这些孩子，
让他们能够继续接受教育。

从那以后，这位医者的生活中多了一项必修课——把省下来的钱统
统存入银行，积攒下来捐赠给孩子们。一件衣服，他一穿就是好几年，
做完眼部手术也舍不得配一副好镜片。

艰难困苦，玉汝于成，是他一路奋斗的励志长歌；俭以养德，博爱
奉献，是他一生奉行的君子品格。

近几年，老人因身体原因经历了多次手术，随着身体每况愈下，实
现愿望的心情也愈加迫切，“一定要把钱留给最需要的人。”

去年底，常壮其决定将自己的全部积蓄捐赠给固原市职业技术学
校。在他看来，固原市虽然已经实现全部脱贫摘帽，但部分学生家庭经
济基础还是薄弱的，“孩子们毕业后，大多数会就近留在固原地区工
作，成为当地的劳动力量。多一分支持与鼓励，他们就能多一分安心和
努力。”

悬壶济世数十年，他救人无数；生命暮年，散尽毕生积蓄，助力更
多贫困少年逆风飞翔。常壮其说：“这是我这一辈子最圆满的结局！希
望受到捐助的孩子能好好学习，爱国爱家。”

““这是我一辈子最圆满的结局这是我一辈子最圆满的结局””
——宁夏八旬老人捐赠毕生积蓄温暖贫困学生

本报记者 范文杰

岁末迎新的热闹氛围中，绳结艺术家吕敏与天津城市职业学院的聋
哑学生们依依惜别。虽然无法用语言交流，但学生们手中精致的绳艺作
品和满含不舍的眼神，深深触动着她的心。

一个学期的课程下来，绳结艺术承载着中华传统文化的迷人魅力，
已在这些学生们心中生根发芽，成为他们表达自我、记录生活的美好
见证。

吕敏是天津非遗项目巧妹红妆绳艺第四代传承人，经常提倡民间艺
术家深入基层，将民间文艺带到群众中去。以传承绳结艺术为己任的她
刻苦钻研，开办工作坊、开设网上直播课堂、走进学校举办绳艺课程。
2021年秋季开学之初，吕敏受邀走进天津城市职业学院，为聋哑学生
开启了绳结艺术的大门。

“绳结艺术课需要面对面、手把手传授，开课前，我担心与学生在
语言沟通方面会出现问题，从而影响效果。”吕敏说，她为此做足了
功课，一方面在课程内容上选择与学生生活贴近而编织简单的花朵、
树叶、小动物等；一方面精心制作编织视频，供学生反复观看学习。
很快，聋哑学生的聪明灵秀和动手能力打消了她的顾虑，他们不但对
课程感兴趣，还展现出特别强的悟性，“每周一次的绳艺课成了学生们
的期盼。”

更让吕敏惊喜感动的是，绳艺课上，学生们非常快乐。“大家都埋
头沉浸在编织中。绳艺学得快、出成果也快，一两节课下来，一件小作
品就可以从零基础的学生手中诞生，一件件作品就是学生们一次次对自
我的肯定和享受，他们变得自信和快乐。”

一个学期下来，伴随着绳艺艺术课的推进，吕敏将传统文化元素和
时代元素融入课堂。“‘结绳记事’，绳艺是最古老的记录、表达、传播
手段，与文化发展有相伴相生的连带关系。”吕敏告诉记者，她逐渐引
入“六排盘长结”等有一定难度的绳艺，让学生们在提高技艺的同时亲
身感受代表祥和、团结、祝福等美好寓意的中国结文化。为了庆祝中国
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她专门开发了南湖红船的编织法，让红色文化传
递在学生们的指间和心间。

“绳结编织的发展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一门艺术只有学习的人多
了，才会有思想的碰撞，进而激发出创新的活力。艺术只有不断传承、
交流才能有更大的发展。”在吕敏看来，教会聋哑学生们绳结艺术，能
够让他们今后的就业创业之路走得更加稳健。

绳结艺术温暖无声课堂绳结艺术温暖无声课堂
——非遗传承人为聋哑学生开办艺术课程

本报记者 张原 李宁馨

大年初一，母亲用一碗云南老
家的特色小吃“米酒小汤圆”把李
景伟唤醒，寓意“团团圆圆”。这
也是自打他4岁时被拐后，第一次
吃到母亲亲手做的汤圆。

“终于能和家人一起过年了，
没想到再一次见到母亲，我已是中
年，带着她买衣服、做头发，亲手
做饭给她吃，有太多的第一次……
好在一切都还来得及。”和家人分
别33年后，说起共同度过的第一
个团圆年，李景伟话语间洋溢着幸
福与开心。

短短不到两周时间，就见到了
自己的亲生母亲，李景伟每每想起
总觉得不可思议。感受着浓浓亲情
的同时，李景伟打心底里感恩四川
省邻水县的烧烤店主甘彪，正是因
为他的无私帮助，让久别的母子今
生能够再次团聚。

33年前，年幼的李景伟被邻
居从云南昭通拐骗至河南兰考县。
他从小就知道自己的身世，也能记
着家乡大概的样子。长大成人后，
他始终觉得，将来要找回家去，但
又不知该怎么办。

去年，受到成功寻亲案例鼓
舞，李景伟决定主动出击，找寻自
己的亲人，他找到了寻亲志愿者
甘彪。

“当时他发来了一段自述身世
的文字，并特地提到至今还记得家
乡的样貌。我就鼓励他画出来，然
后帮他发布寻亲视频。”甘彪告诉
记者，自己最初帮人寻亲时，凭着
一股子劲儿发了数百条寻亲视频。
后来他发现，要让更多人看到这些
视频，除了要不断发，内容也要有
一些策划，每个视频要有不同的主
题，要当事人站出来讲述自己的故
事。根据寻人者回忆中的细节大体
判断对方曾经在哪里生活后，他会
和平台沟通，在当地进行推送，加
大视频被亲人看到的可能性，从而
帮助寻亲。

“记忆里，从前的故乡背靠大
山，盘山公路从山脚一直蜿蜒到
山顶，公路上时有满载货物的大
车来来往往。沿着山上的小路往
下走，会路过一片经年常绿的竹
林，一头犁地用的水牛拴在那
里，水牛有一对弯曲的黑角。”李
景伟一点点把脑海中对家乡的回

忆画在纸上，时快时慢，有时还
要几经修改。几十年来，他生怕
忘了家的样子，从小就拿着木棍
一遍遍地在地上画。

短时间内，甘彪协助李景伟录
制并发布了8个版本的寻亲视频。
在那段广为流传的寻亲视频中，李
景伟举着手绘家乡地图，细细回忆
起老屋旁的山路、梯田和水塘，幼
时曾见过蓑衣、斗篷、水牛、竹子
和广柑。

一时间，网络上提供消息的热
心人蜂拥而至。为了帮助李景伟找
到家人，他们还专门建了一个“李
景伟寻父母群”，群里有来自各个
地方的爱心志愿者 70 余人。每
天，大家都会将搜集到的各种信息
分享在群里。

在甘彪等志愿者的协助下，寻
亲范围一步步缩小，最终定位在川
渝和云南的交界地带。事情出现转
机，是因为甘彪敏锐地发现，李景
伟在河南生活了30多年，竟然能
听懂自己的四川邻水方言，并且知
道“广柑”一词。因为甘彪家乡一
带地区会将脐橙称为“广柑”，所
以甘彪猜测李景伟的老家应该就在
邻水周边。

就这样，甘彪一行60余人逐
个排查疑似地区，一步步缩小寻找
范围。去年12月28日，李景伟与
母亲DNA比对成功，至此，短短
13天的时间，甘彪等人便成功帮
助李景伟找到了家人。

今年1月1日，李景伟在河南
兰考与母亲相认，甘彪也与3名志
愿者一同奔赴河南，跨越1000多
公里见证这场阔别30多年的暖心
场景，并亲手为李景伟送上了他儿
时最喜欢的水果“广柑”。

“大家好，我是甘彪，抖音寻
人创作者，帮助走失者回家……”
记者看到，在每段视频的开头，甘
彪都是这样的开场白。在四川省邻
水县石永镇，这位“年代烧烤爱心
店”的“掌门人”，可谓机缘巧合
走上了帮人寻亲的路。

2017年，甘彪的烧烤店附近
来了一位流浪的老人。当地派出
所、救助站和居委会想把老人送去
养老院，但遭其拒绝。甘彪和朋友
凑钱租了一间房子给老人居住，另
购置家具、床垫、棉被等。“我是
退伍军人，而且我们都有老的一
天。”甘彪说，他的想法其实很简
单，就是看不得老人受苦。

2018年秋天，甘彪产生了为
老人寻亲的想法，于是拍了条视
频发在抖音上，配文“邻水朋友
们，帮忙转发这位老爷爷，在邻
水流浪，他想落叶归根，却找不
到回家的路……”然而这条寻亲
的信息如石沉大海，大家都不知
道老人家在哪。

一条不行就发一百条，一天不
行就找一年。甘彪每天给老人饭
吃，店里员工帮老人洗头洗脸，朋
友们起先帮老人搭了避风的窝棚，
而后又帮老人租了房子……甘彪用
视频将这些点点滴滴都记录了下
来，每天少则一条，多则三五条地
发到网上，希望这条寻亲视频能被
老人的亲人、熟人看见。

功夫不负有心人。2019 年 2
月底，老人的一个远房侄女看到了
视频，其家人终于找到了走失十余
年的老人。那时，甘彪已经给老人
拍了426条视频。

从此，甘彪开始发视频帮人寻
亲。近4年来，他总共为七八百名
想寻亲的人发布了信息，已帮助
10多个家庭团圆。

“开弓没有回头箭，帮人寻
亲，我一定坚守、坚持！”甘彪
说：“我们将继续携手奔走在助人
寻亲的道路上，过年时，愿每一个
人都能找到回家路！”

过年时，愿每一个人都能找到回家路

每逢过年，最思念的除了家人，就
是家乡的味道。

在辽宁省沈阳市和平区，一家小店
在春节期间照常营业，从中午11点到
晚上11点，为留在沈阳过年的陕西籍
大学生免费提供臊子面，让身在异地的
他们也能感受到家的温暖

“过年不回家，就到姨这儿来！来
一个我就招待一个，来两个我就招待
两个，只要你进店咱就说陕西话，一
切都‘么麻达’（陕西方言，意为没问
题）。”48岁的店主程亚娟来自陕西省
宝鸡市岐山县，“在我家乡，臊子面是
对客人的一种礼遇。小时候，我父亲
是个手艺人，走街串巷。走到哪赶上
饭点，别人都会给他一碗臊子面，热
气腾腾的面条‘哧溜’几口下肚，不
仅饱腹还暖心。”

20多年前，程亚娟嫁到东北，在
沈阳经营一家小面馆，每年只有过年时
才回家看望父母亲人。今年由于疫情，
她决定不回家了，但同时想到还有很多
回不去家的陕西人，所以想召集大家来
到小店一起过春节。

“因特殊原因滞留在沈阳过春节的
陕西籍学生娃，如果除夕、大年初

一、初二你没有地方可以去，大家可
以相约在本店一起过春节，包饺子、
吃臊子面。”把这个消息广而告之的同
时，程亚娟还特意组建了名为“陕西
学生娃在沈阳过大年”的微信群，将
群二维码贴在店里，需要的学生可以
扫码入群。

“陕西人逢年过节吃面是大事，咱
们陕西人最愿意吃臊子面，逢年过节都
会吃。所以我提供免费的臊子面给孩子
们，让他们在沈阳也能找到归属感。”
程亚娟告诉记者，“我是个做面的，我
能做的就是帮助留在沈阳的陕西孩子们
吃上家乡的面条，一解乡愁。”

一碗热气腾腾的臊子面，除了温暖
家乡人，还有一个特殊的使命。走进小
店，说句“单人套餐”，就可免费充
饥。从2020年10月至今，程亚娟陆续
送出了300多碗“爱心面”。其间，还
有很多前来献爱心的陌生人，就餐后多
付一些钱，把爱心“存”在店里，希望
给更多人带来温暖。

小店的墙上贴了18个“奖状”，上
面密密麻麻地写满了特殊的“代号”和
钱数。“实在追不上的和平广场大姐”

“北京来沈阳出差的帅哥”“为癌症母亲
代存500元的女儿”……据了解，这些
都是为店里的“爱心面”存钱的陌生
人，也正是因为有了这些温暖的陌生
人，才让一碗热气腾腾的臊子面成为传
递温暖的“爱心面”，也让居住在沈阳
多年的程亚娟感受到了这座城市的
温度。

爱心人士们存的钱，程亚娟陆续都
捐给了有困难的人。去年给沈阳一个烫
伤的孩子捐出2500元，800元给了滞
留在西安的外地学生。

对于很多人来说，这家小小的面
馆，是既能饱腹又能保住面子的爱心港
湾。今年春节，它再次用家乡的味道给
予那些回不了家的学生安慰与温暖。

““过年不回家过年不回家，，就到姨这儿来就到姨这儿来””
家，是幸福的港湾，也是永远的牵挂。哪怕远隔千

里，“回家过年”都是每个中国人心里的爱与期盼，也许
这就是“年味儿”，更是一种抹不去的“乡愁”。

除夕临近，过年的氛围越来越浓，西安交通大学第
一附属医院东院区肝胆外科5病区72岁的马奶奶待不住
了，时不时掰着手指头和同病房的老姐妹预备家里要采
买的年货和年夜饭要做的饭菜。

去年12月8日，马奶奶因急性胰腺炎，从榆林转院
到交大一附院东院区。入院后，在科室医护人员的悉心
照顾下，老人的病情一天天好转，眼看不日便可出院，
可西安的新冠肺炎疫情却阻挡了她回家的脚步。

随着年关将至，马奶奶的“思乡病”越来越重，但
因为来时得知住院时间较久，自家车辆没有留在医院，
此时可谓寸步难行。听着母亲几乎天天催着要出院回
家，陪护的女儿一筹莫展。

“刚开始希望医院能安排救护车送我们回去，但那个
时候正是疫情紧张的时刻，医院救护车有限，再加上要
送回榆林，距离比较远，司机长途驾驶风险很大，院方
短时间内无法安排。”马奶奶的女儿告诉记者，后来，她
想办法联系了一部社会车辆，对方往返榆林运费要7000
元不说，而且对疫情管控期间需要办理的各种手续也不
清楚。无奈，只好作罢。

回家成了马奶奶的一种执念，说啥都要和家里人一
起吃年夜饭。就在母女俩犯愁的时候，肝胆外科主任沙
焕臣的一句“不让你们挨宰，我开车送你们回家”解了
燃眉之急。

“说实话，挺意外的，毕竟他工作那么忙，路途也不
近。”马奶奶的女儿说，更想不到的是，沙主任说到做
到，在办理完出院手续后当晚，他就把自己的车停到了
医院，方便她们把需要带走的物品提前放进后备厢。

“疫情封控期间，作为一名医生，我送出院患者回
家，开具各种证明都比较方便。”沙焕臣坦言，自己从医
多年来一直将心比心，他十分理解老人家思乡心切。

出发当天，沙焕臣换休，他提前预设了3种路线，早
上6点，驾车载着马奶奶母女俩一路奔波赶往榆林。一个
多月朝夕相处，他给了老人康复的希望，也要努力圆她
回家过节的念想。

根据当地疫情防控政策，沙焕臣只能将马奶奶送到
当地高速路口。到达时，家人早早等候在路口，见到他们又是激动又是感
动，一个劲儿地说着“谢谢”。看着马奶奶被家人接上车，沙焕臣放心
了，稍做停留后又风尘仆仆踏上归途，待回到医院已过了晚上8点。

沙焕臣告诉记者，连续开车13个小时，来回往返1120公里，对40
多岁的他而言还是头一回，晚上回来的时候有点要打盹，就打开车窗，吹
吹冷风清醒清醒继续走，“一路开车虽然很累，但特殊时期，医生为满足
出院条件的患者尽一份力也是应该的。”

“沙主任，谢谢你送我们回来，我好多了，你放心。”眼下春节假期已
过，沙焕臣的手机里依然保留着马奶奶到家后发来的视频，那声“谢
谢”，是对他所有付出的最大褒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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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舒迪） 2021年浙江省慈善联合总会动员全省慈善
会系统及广大会员单位，积极聚焦四川、新疆、西藏等对口帮扶地区。
据不完全统计，2021年浙江省慈善组织共向对口地区捐赠款物3.4亿
元，直接受益群众50余万人。

据了解，作为“全国脱贫攻坚先进集体”，浙江省慈善联合总会为
打造慈善供需对接平台，与四川、新疆、西藏等地的民政、慈善部门逐
一联系，共收集汇总178个项目需求，涵盖助医、助学、助老、基础设
施建设等多个领域，为浙江慈善组织参与对口帮扶搭建起有效的爱心
桥梁。

与此同时，浙江省慈善联合总会还联合省国资委，动员省属国企，
积极承担社会责任，向四川、西藏等对口地区捐赠768.6万元，专项用
于民生保障、社区服务提升、产业发展、结对帮扶等公益项目。

2021年浙江慈善对口帮扶结硕果

喜庆的红灯笼高高挂起，祝福的对联贴上大门，新春佳节一幕幕温馨时刻的背后，
离不开许多人的成全与守护。他们是一个个有心人，用真情和善意焐热身边人的心，因
为有他们，暖意和年味儿无处不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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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彪 （左） 帮助李景伟用手绘
地图寻亲 （受访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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