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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人善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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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舒迪）恒生银
行近日捐赠港币1000万元，全力
支持香港当前新一波新冠肺炎疫情
防控。

本批捐款计划用于购买15万
盒新型冠状病毒快速检测试剂，
75万个口罩及消毒用品，防疫物
资将优先提供给 25000位长者及
基层家庭成员。同时恒生将设立抗
疫及心理援助热线，恒生志愿者还

将义务参与社区关爱行动，协助联系
有需要人士，尤其为长者送上问候，
传递社区温暖。

据了解，自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
来，恒生积极支持香港特区政府的金
融服务纾困计划和措施，协助中小企
业纾缓经营及资金周转的压力，应对
疫情挑战。与此同时，2020年初恒生
银行（中国）有限公司第一时间携手员
工捐助人民币200万元抗击疫情。

支援香港抗击疫情——

恒生银行捐赠1000万元港币

蒙古语中，“额吉”是“妈妈”的意思。在辽阔的杜尔伯特大草原上，被称为最
美“额吉”的都贵玛是一位抚养过28名孤儿的“草原母亲”，用一辈子的真情付出诠
释了人间大爱。她的故事，宛如马头琴奏出的长调，悠扬绵长。

暖心故事
nuanxingushi

草原额吉与草原额吉与““国家的孩子国家的孩子””（（资料图资料图））

19岁的“妈妈”28个娃

四子王旗，隶属内蒙古自治区乌
兰察布市。

20世纪60年代初，1800多名幼
小孤儿从上海来到内蒙古的辽阔大草
原，在蒙古族母亲悉心照料下健康成
长，演绎了一段超越地域、血缘、民
族的人间佳话，沪蒙两地结下一段难
忘的情缘。

当时只有19岁的都贵玛正是这
些“草原额吉”中的一员。孤儿中的
28个孩子来到了四子王旗，最大的
不过5岁，最小的尚未满月。

一路辗转，当孩子们抵达四子王
旗保育院，保育员都贵玛已经等候多
时。她轻轻推开房门，目光与28双
童真的眼睛交汇，只觉得他们“瘦小
得像小羊羔一样”。

“我上过学，认得字，苏木（乡
镇）领导问我，能不能照顾孩子，我
就回答当然能了。当时自己刚从牧区
出来工作，还比较兴奋，后来才知
道，这绝对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
缓缓讲起这段往事，如今已年过八旬
的都贵玛记忆清晰如昨，仿佛跨过岁
月的长河吟唱着一首悠远的歌。

四子王旗保育院的土房里，给
28个孩子做饭、洗衣、煮牛奶、教
儿歌、哄他们入睡……对于当时尚未
成家的都贵玛而言，都是破天荒头一
次，只能一步一步地学，白天忙得应
接不暇、晚上经常衣不解带。

“当时，抚育幼小的孩子面临很
多困难，更别说一下面对那么多孩
子。要照顾他们吃喝，担心磕着碰
着，夜班是最难熬的，根本没法睡
觉，一个醒来哭，其他的就跟着闹。
轮番哄完后，眼看一晚上就快过去
了。”都贵玛回忆说，年轻的她没有
经验，也有过着急的时候，但一想到
孩子们身世可怜，总能咬着牙坚持下
来。

事实上，都贵玛也是一名孤儿，
4岁那年双亲去世，由姨妈带大的她
从小与羊群为伴，深知失去母羊的羔
羊有多可怜。怀着一份身世相似而生
发的特殊感情，看着眼前嗷嗷待哺的
孩子们，接下担子的都贵玛暗下决
心，无论怎样，得像对待自己的孩子
一样对待他们，要把他们健健康康地
交给草原养父母。

这批送到内蒙古大草原抚养的南
方孤儿，被牧民亲切地称为“国家的
孩子”。28个孩子在都贵玛的悉心照
料下，全都健康长大。

“抚育国家的孩子是我的荣光”

“有牛粪烧着的蒙古包不会冷，
有爱支撑的日子不会苦。”都贵玛告
诉记者，一接到孩子，自己就给他们
换上了新衣服，这是蒙古族的传统习
俗，“孩子们穿上新衣，意味着将在
草原上重获新生。”

28个孩子在四子王旗保育院休
整6个月后，都贵玛独自一人带着他

们回到了脑木更苏木保育院，慢慢适
应牧区的天气和饮食。

当时的脑木更苏木保育院只有一
顶蒙古包。“有时候孩子哭了，我累
得起不来，就伸出手轻轻拍一拍。”
都贵玛回忆说，在蒙古包里，她把孩
子们的床摆成圆形，自己睡在中间，
夜里起身照看的时候尽量离每个孩子
都近一些。

仅仅喂饱28个孩子，每天就会
让人忙得不可开交。到了晚上，一个
孩子哭、其他孩子跟着闹的场景，让
年轻的都贵玛度过了一个又一个不眠
之夜。她最担心的就是孩子生病，牧
区地域大，医生住在几十公里外的地
方。要是有哪个孩子肚子疼、腹泻或
是感冒发烧，不管深更半夜还是雨雪
天气，她总是一个人跳上马背，冒着
被草原狼围堵的危险，在凛冽的寒风
中去请医生。

随着270多个日出日落，孩子们
陆续冒出新牙、学会走路、喊出第一
声“额吉”，都贵玛对他们已是依依
不舍。渐渐地，离愁似草原上的云，
轻轻柔柔地压在她心里。

保育院只是中转站，孤儿们最终
需要的是一个温暖的家。随着他们的
健康状况转好，逐渐适应了牧区的环
境、气候和饮食，分别的时刻到来
了。

“那时，每隔几天就会有牧民骑
着马、赶着勒勒车，到保育院申请领
养孤儿。孩子们被陆续送走的那几个
晚上，我整夜睡不着觉，担心他们不
适应新的环境。”都贵玛告诉记者，
每个家庭来领养时，她都要逐个介绍
孩子的身体情况、个性习惯，交代抚
养方法、注意事项。

由于不放心孩子们在养父母家的
生活，都贵玛有时候骑着马去偷偷地
看、远远地望。直到确认他们过着快
乐的生活，她心里那块“石头”才落
了地。

最小的孩子呼和快3岁时，领养

他的家庭定了下来。对养父母斯仁敖
登夫妇反复叮嘱后，都贵玛跑到保育
院后边的山坡上偷偷抹眼泪。“黄昏
时分，我看着呼和坐在勒勒车上，顺
着蜿蜒的小路越走越远，心像是骨肉
分离一般揪着疼。”直到今天，想起
当时的情景，都贵玛还是禁不住流
泪。

2006年，乌兰夫诞辰100周年
之际，政府组织“国家的孩子”参加
纪念活动。从其他孤儿那里，孙保卫
知道了当初曾抚育过他的都贵玛额
吉，便连同几位上海孤儿商定一同去
看望。

时隔45年后，杜尔伯特草原上
的一处土坯房门前，都贵玛脸上挂
着灿烂的笑容，捧着哈达的双手因
激动而不断颤抖，屋里放着煮好的
奶茶、做好的手把肉，迎接儿女们
回家。

打那以后，都贵玛像一条情感的
纽带，将天南海北的孩子们重又联结
在一起。她经常通过微信和孩子们聊
天，关心他们的近况，孩子们不论工
作再忙、住得再远，也常常到家中看
望，对老人有说不出的感恩和依恋。

“抚育国家的孩子是我的荣光，
他们跟我亲生的孩子一样。”都贵玛
说，被孩子们叫一声“额吉”，就是
最大的幸福。

在草原上延续更多生机与希望

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内蒙古草
原，分娩对于牧区妇女无疑是一道

“鬼门关”。抚养孤儿的经历，让都贵
玛更能理解作为母亲的不易，她看在
眼里、急在心头。

“那会儿我们这里偏僻，缺医少
药，很多妇女有难产现象，当时旗里
专门派遣一名妇产医生，计划培训苏
木里的一些妇女，教授接产技术。”
都贵玛告诉记者，结束保育院的工作
后，她参加了四子王旗医院组织的培

训，跟随妇产科医生学习接产技巧及产
科医学知识。

1975年的一天，脑木更苏木乌兰
希热嘎查牧民敖敦格日勒难产，但最近
的医院在100多公里外，情急之下，家
人求助刚从旗医院学成归来的都贵玛。
正在放牧的都贵玛，扔下羊鞭，背起老
师送的药箱，跨上马背赶到产妇家，用
自己掌握的医学技术救下了母女俩。

此后，都贵玛没有辜负乡亲们的信
任，她把牧业劳动之余的时间都放在学
习钻研产科医学技术上，逐步掌握了一
套在牧区简陋条件下接产的独特方法。
10多年间背着旧药箱，都贵玛挽救了
40多名年轻母亲的生命，为这片草原
延续着更多的生机与希望。

直到20世纪90年代，牧区医疗和
交通条件改善，牧民产妇已经能够接受
更专业的医院诊疗，都贵玛才停止了下
乡接产工作。

2016 年，都贵玛把早已掉皮磨
损、见证了40多个孩子诞生的药箱，
送给了四子王旗蒙中医院医生玛希毕
力格。“这不仅仅是我们草原医生的薪
火相传，更是责任的传递。”都贵玛
说。

不仅心系草原，都贵玛还将草原的
爱心传递到了每一个需要帮助的地方。
2008年汶川地震后，她主动交纳3000
元的“特殊党费”。得知当地一所小学
有 50多名贫困学生，她又捐出 5000
元。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她先以党
员身份捐款1000元，随后又向四子王
旗红十字会捐款5000元……

“全国三八红旗手”“中国十大杰出
母亲”“最美奋斗者”……多年来，都
贵玛赢得了许多赞誉。2019年，她获
颁“人民楷模”国家勋章。去年 11
月，都贵玛被授予“全国道德模范”荣
誉称号。

面对荣誉，都贵玛说：“这辈子做
的这些事，其实都是我应该做的。人的
一生总有忙不完的事情，只要身体允
许，我还会帮助更多的人。”

都贵玛都贵玛：：草原上最美的草原上最美的““额吉额吉””
本报记者 赵莹莹

专注、务实，是福建省政协常
委、福建祥龙集团董事长景浓给人的
第一印象。相熟的人都知道，每每和
他聊起来，谈得最多的话题，从不离

“就业”二字，滔滔不绝，任你怎么
打岔都岔不开。

岔不开的话题背后，是一份持之
以恒的深情。2016年以来，景浓带
领团队先后在宁化、福清、闽清、尤
溪等县（市）的村庄建设了50余家
扶贫工厂，为2700多名村民提供稳
定的工作，被乡亲们亲切地称为“希
望者”。

出生于 20 世纪 60 年代初的景
浓，在部队当过兵，进过外企当过高
管。随着企业的壮大，他兼任的社会
职务和获得的荣誉越来越多。“不忘
初心、实业报国，热心慈善、感恩社

会。”简简单单一句话，体现的是他
追求梦想、矢志扶贫的承诺与情怀。
也正是这样的承诺，成就了很多人的
幸福人生。

在福建省委统战部、省工商联联
合省扶贫办等单位启动的“百企帮百
村”精准扶贫行动中，景浓带着扶贫
团队一趟趟走进结对帮扶村，召开一
场场座谈会……年复一年，他的工夫
没有白费。

“孩子的学费有了着落，我很满
意这份工作。”宁化县淮土镇三明禾
坑村，和许多村民一样，曾凤琴在村
里的鞋面加工厂忙着手中的鞋面活。
在家门口就业，收入不错，还能兼顾
家庭和地里的活，她觉得生活充满了
希望。

几年间，景浓的扶贫道路不仅

在福建省的乡村之间连接，更跑向
了被誉为“河岳根源、羲轩桑梓”
的甘肃。

在参与2017年福州市对口帮扶
定西市的行动中，景浓得知当地有
很多孩子因家境贫困加之当地医疗
条件有限，没能及时进行先天性心
脏病手术治疗，他当即决定参与展
开“美滋润心”关爱儿童行动，一
批批定西籍先心病儿童前往福州接
受治疗。期间，景浓带着扶贫团队
为随行家属免费提供生活用品，还
贴心地聘请定西籍厨师为他们烹制
营养餐。

景浓的手机里至今还保留着一段
视频：蓝天白云下，重拾健康的孩子
们围成感恩的爱心，“祥龙的叔叔阿
姨们，我们已经安全到家，你们不用

担心，也欢迎你们来我们家乡做客！”
“以人为本”“乐于奉献”“我为人

人，人人为我”……在年复一年的发
展历程中，景浓始终坚持把慈善理念
与企业文化建设相结合，淬炼出了好

“企风”，并以“企风”促“新风”，努
力将慈善的效果最大化，积极践行了
企业社会责任。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突如其来，
景浓捐赠125万元，专项用于疫情防
控和救治。他带领员工们接力给坚守一
线岗位的人员送去爱心慰问品，同时当
起“快递小哥”，义务派送工商联界别
采购来的医用护目镜、口罩等物资。

29年来，景浓始终把“急国家之
所急，为人民之所需”放在心上，他
通过福建省残疾人福利基金会、福建
慈善总会、光彩事业促进会等，不间
断为贫困山区修路、修桥，为“希望
小学”捐款捐物，不完全统计已超过
4000余万元。

“人不是为钱活着，而是为了希
望，脱贫攻坚、乡村振兴能给很多急切
需要帮助的人带来希望，我感觉很开
心！”虽然付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物
力、财力、心力，但景浓觉得值，每当
看到受助者重燃对生活的热爱与希望，
他总是不自觉地又一次加快了脚步。

助人的脚步永不停歇
——福建省政协常委景浓扶困助农小记

本报记者 王惠兵

初识刘颖是因为一个视频。画
面中，她和妹妹刘霜正行走在四川
雅安汉源县永利彝族乡古路村的悬
崖古道上。

“云上古路村，天边骡马道。”
大渡河金口大峡谷入口处，一条沿
悬崖绝壁开凿的骡马道呈Z字形盘
旋而上，长3公里、宽度约1米，
从山脚公路边一直延伸到村里。

路途艰险，耳边是呼呼的风
声。攀爬不足百米，姐妹俩双腿便
像灌了铅一样沉，制氧机从一人扛
到两人抬，好似越来越重地压着脚
步，但随着上气不接下气的喘息
声，她们脸上始终洋溢着阳光的笑
容。

“第一次来时，这段路让人胆
战心惊。走过了一弯又一弯，不知
走了多久才到达目的地。”刘颖
说，山高路远，为了让村里的尘肺
病三期患者申其彬尽快用上制氧
机，她向中华社会救助基金会大爱
清尘基金申请了加急审批和加急邮
递。一个月时间里，姐妹俩在这条
陡峭的骡马道上往来了3次。

从一线天到癞子坪，再到斑鸠
嘴，历经4小多小时攀爬，刘颖和
同行的志愿者终于抵达，将“大爱
清尘”捐赠的制氧机交到申其彬手
中。加水、通电、开机……这款最
新型的机器操作起来非常简单，不
到10分钟申其彬自己便操作自如。

“我们一直在关注尘肺病人，
也在开展助学公益活动，现在全市
还有28个受助学生。”刘颖说，探
访时，她一直告诉自己和同行伙伴
不要表现得很沉重，要带着好心情
去服务，给患者带去希望和力量，

“告诉他们一些治疗和康复的信
息，提供医疗、生活救助，这些都
是好事情。”

这是刘颖做志愿者多年来得出
的经验，从最开始“哭着探访”到
现在“笑着服务”，她已然成长为
一名成熟的公益践行者。

刘颖清楚地记得，读大专时自
己曾收到社会爱心人士捐助的800
元助学款。“我们素不相识，他/她
却愿意捐钱帮助我。尽管至今没能
找到帮助过我的好心人，但我把这
份希望延续了下来。它就像一座灯
塔，一直在照亮我，让我感到很温
暖、很舒服，也想去照亮更多的

人”。
2008 年汶川地震，当天刘颖就

赶到了灾区，“眼看别人都要去参加
救援，我也硬跟着上了车，没跟家里
人说”。到了灾区，地震后的惨烈景
象让她终生难忘，那是她第一次参与
救助志愿服务工作。

2013年 4月，四川芦山发生7.0
级地震。面对家门口的天灾，刘颖不
仅把打工几年来积攒的两万余元悉数
捐出，更是辞职前往灾区参与救援。
刚开始在体育馆做大锅饭，后来也参
与一些协调工作，到各受灾区开展活
动。

“每一天都充满干劲。”刘颖说，
此后的两年时间，她继续在中国社会
组织灾害应对平台参与灾后重建工
作，期间系统学习了社会工作的专业
知识，也积累了更多公益项目的实践
经验，并考取成为社会服务专项志愿
者，随即成立了雅安市爱心零距离志
愿者协会。

2018 年，刘颖加入“大爱清
尘”，成为四川工作区的志愿者，帮
扶患有尘肺病的农民工。最初探访
时，她经常是还没走出患者家门，自
己就开始哭，“太难过了，那么年轻
的生命”；有时资料还没收齐，患者
就已经离世，那种痛好几天都缓不过
来。现在，每一次探访她都提前做好
计划，越来越有经验，也越来越顽强
和自信，成为当地团队的中坚力量。
在刘颖的带动下，妹妹刘霜也加入到
公益活动中来。

“自小在农村长大，家庭条件艰
苦，特别憧憬上大学，但家里两个孩
子供不起，高二就没上，转去职业学
校，比较遗憾没有上大学。”说起做
公益这件事，刘颖坦言，“我更明白
这种困境中的孩子更需要什么，只有
帮助他们坚持读书才能改变命运”。

2022 年公司年会上，刘颖和几
个同事集中给尘肺家庭的孩子捐款一
万元。“我想尽可能帮他们，也希望
影响更多人加入进来”。做志愿者工
作以来，她陆续帮助了28个孩子。

听闻自己曾经帮助过的一个孩子
现在成了青年企业家，又去做公益帮
助更多的人，刘颖欣慰极了：“ 灯
塔对于飘荡在浩茫大海的夜归人来
说，不仅意味着方向，更是代表着温
暖和希望。我希望自己能成为公益路
上的一座灯塔。”

从“哭着探访”到“笑着服务”
——一位公益志愿者的心路历程

赵媛 本报记者 赵莹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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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赵莹莹）2月
27日，北京新阳光慈善基金会携
手山东大学卫生管理与政策研究中
心、国家卫健委卫生经济与政策研
究重点实验室，在上海共同发布
《中国重型 β—地中海贫血成人患
者疾病经济负担报告》。

该报告通过探究成人患者及其
家庭的境遇，为改善β—地中海贫
血成人患者的治疗及生存状况、减
轻患者家庭及社会的经济负担、防
止因病致贫及因病返贫提供科学的
参考依据。

全国政协委员、中华医学会血液
学分会主任委员吴德沛表示，对于成
人“地贫”患者所面临的治疗手段局
限、经济负担严重等问题应予以重
视，可通过积极推动创新药物的医保
评估和准入、提高医疗保障范围，切
实提高药物可及性，降低因病致贫、
因病返贫的可能。

“希望此次调研能提升政府和社
会对成人‘地贫’患者群体的关注，
为今后推出更具针对性的帮扶和支持
政策提供有力的参考依据。”北京新
阳光慈善基金会秘书长刘正琛表示。

成人“地贫”患者疾病经济负担报告发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