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春日的阳光，暖暖地洒在唐山市滦
南县洼里村一座普通的农家院里。!间
北京平、"间倒座儿，院落很宽敞。但走
进去，每间屋子里都很拥挤，一张张双层
床、几个大火炕，上面都铺满了被褥。一
间大屋子里，摆放着几十张单人课桌，板
凳上坐着一个个肢体残疾的孩子。
高淑珍话不多，却句句都是掏心窝

子的大实话。她的“爱心小院”最初的建
立更像是一个农村妇女的赌气。高淑珍
的儿子王利国 #岁那年患上了类风湿，
高淑珍辗转全国各地数家大医院，花去
多年积攒的 $万多元家底，又欠下了一
屁股外债，但最终儿子还是落下了残疾，
走起路来一瘸一拐。

%&&'年，王利国到了入学的年龄却
被挡在校园外。高淑珍难过得吃不下饭。
她决定自己在家教儿子：“咱家离学校
远，赶明儿妈妈在炕头给你办个学校。”
高淑珍了解到，周边十里八村，也有像儿
子一样因为残疾而失学的孩子( 高淑珍
决定办个免费的“家庭学习班”。

%&&'年 #月，“特教学校”开课了。#
张课桌，"个学生。课本是从村里已升入
二年级的学生家里借来的，教师就是被
她“拉下水”的刚初中毕业的女儿王国

光。“体育、音乐和品德课一样不少，健康
孩子咋样咱就咋样。”每天高淑珍用自行
车把孩子接来上课，中午孩子们就在她
家一起吃，晚上再把孩子给送回家。留在
家中的残疾孩子大多贫困，高淑珍的出
现解了众多家庭的燃眉之急。
到了第二年，附近其他乡镇的家长

们听说洼里村有个大好人，也纷纷把残
疾孩子送来了。“学生”从最初的 "个逐
渐增加到了 )*多个，其中约有三分之一

生活不能自理。为了让孩子们能够安心
读书，高淑珍索性让他们全部吃住在家，
却坚持分文不取。“我也是个残疾孩子家
长，知道这样的家庭不易啊！有的家长为
给孩子治病欠下不少外债，我怎么能向
他们收钱？”
最近几年，高淑珍和她的特教学校

的名声越来越大，入学的残童也一下子
达到了 )&名。为了贴补家用，原来很少
出门的高淑珍被逼着做起了买卖。她经
常天不亮就骑着一辆破旧的自行车，驮
着批发来的一些日用品去赶集，一骑就
是几十公里，集上没卖完，她就走街串户
地卖，有时刚一张嘴，就被轰了出来。刚
开始那会儿，听到人家说的难听话，高淑
珍心里憋屈，忍不住蹲在人家门口哭，
“哭完了寻思寻思，把泪擦干净了，还得
继续。家里还有一帮孩子呢，我就这么放
弃，不中啊。”
和孩子们在一起，高淑珍的心里总

是快乐的。)&个孩子，大部分因风湿病
造成肢体残疾，高淑珍就自学按摩技术，
每天都要轮流给孩子们进行按摩。每天
从清晨到晚上，高淑珍都累得腰酸腿痛。
可劳累一天回到家，到教室转转，看着孩
子们学习的专注劲儿，看着孩子们小本
子上工工整整的字迹，她立刻就觉得浑
身上下轻松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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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爱心小院”一日
三餐免费，住宿免费，

全国各地的好心人都认识
了高淑珍，捐款和物资从四
面八方送来。高淑珍有她自
己朴素的“农村理儿”：“这
个钱是给孩子们的，就是得
给孩子们用。而且也要给那
些好心人一个交待，不能让
人家捐了钱，不知道咋花
的。”在北京市中淇律师事
务所律师王勇的帮助下，小
院目前正在统计各类捐款，
同时为达到专款专用，他们
将请专业财务人员来对这
笔款项进行管理。高淑珍之
所以这么做，是不想“辛苦
了 %#年，最后再让别人在
背后说闲话”。
“这十几张双层床，是

中央电视台的记者们捐赠
的；这台电脑，是唐山的一
对年轻夫妻送来的，他们还
找来工人为孩子们安装了
炉子，但说什么也不肯留下
姓名；北京一家律师事务所
出钱买来好几车煤，解决了
我们一冬的做饭取暖问题
……”高淑珍流着泪说，“没
有这么多好心人的帮助，我
也许撑不到今天。”

支撑着这个大家庭走
到今天的，还有那些来这里
爱心支教的年轻人。每逢寒
暑假，总有来自市区各高校
的大学生志愿者来到孩子们
身边当义务“老师”，短则数
周，长则数年，他们不领薪
水，却把爱无私地交付给了
这些残疾孩子。他们充满爱
心，他们热情洋溢，歌声与
欢笑是他们带给孩子们的
最好的礼物。

身边越来越多的支持
和鼓励，让小院儿生机勃勃。
而最大的转变者莫过于高淑
珍的丈夫王跃元，“以前我对
这个事不满意，也理解不了。
家里都是残疾孩子，做一天
活计回家，连个坐的地方都
没有。”对于王跃元来说，每
年三十几个孩子和一大家子
人的口粮，全得依靠一年一
季稻子的收成。钱少可以少
花，但粮食少了孩子们和家
里人就会饿肚子。为此，他每
年都要在耕种自家十几亩

地之外，再多承包几块地。
农闲时，他还要到唐山市
区、曹妃甸一带去打些零
工。可老王外出打工挣的
钱，总是很快就被高淑珍花
在孩子们身上。在很长一段
时间里，老王都不能理解高
淑珍的举动。为这事儿，老
两口之间没少吵架，甚至提
出过离婚。但王跃元知道高
淑珍的脾气，她认准的事
儿，八头牛也拉不回来。

%"岁的蔡彦超是衡水
人，左手残疾导致身体协调
能力不太好，但他十分聪
明。蔡彦超说：“我刚来的时
候连衣服都不会穿，还经常
打人骂人。是高妈妈像亲妈
一样照顾我，哥哥姐姐给我
穿衣服，一笔一画地教我写
字，还有许多不认识的人给
我们送来吃的、穿的和书
本。现在我的坏毛病都改
了，字能写得好了，还学会
了做数学题。我以后要自食
其力，同时帮助更多的人。”
患有类风湿的刘双，算

是“爱心小院”的“元老”了。
她从 +岁开始在小院里学
习，如今已经 %!岁了。多年
的类风湿使得刘双的双腿
关节变形，行走十分困难，
每到降温时几乎走不了。午
饭和晚饭后，高淑珍干活回
来就给儿子和同样患有类
风湿的刘双按摩双腿和双
脚。“高妈妈从地里干活回
来累得不行了，还一头一
个，给我和利国哥哥来回按
摩，王姐姐手把手教我们写
字。”刘双很重情义，又善
良，每次提起那段日子，她
都会说：“没有高妈妈就没
有我的今天。”

%"年来，先后来高淑
珍这里学习过的残疾孩子
已经超过百人。孩子们的变
化令人欣慰：原来不会走路
的孩子，经过锻炼和按摩，
能够拄着拐杖行走；原来不
敢跟别人接触的孩子，现在
和同学有说有笑；原来不识
字的孩子，现在可以阅读报
纸……忙碌而平静的日子
里，高淑珍面对和执著的依
然是这些孩子的生活与求知
梦想：残疾孩子不仅要学到
文化，更要掌握一技之长。
滦南县政府已经为“爱

心小院”作出了新的规划，
今年开春，将在小院的后面
为孩子们建设标准的教室
和宿舍。深夜，小院恢复了
往日的平静，只有旗杆上的
五星红旗在猎猎作响。高淑
珍仰头望着天空，小院的春
天就要来了……

! ! ! !高淑珍的大爱照亮了身边的每个
人，女儿王国光就是最先被她照耀的人。
当初，原本就很懂事的女儿看到家中的
窘况，放弃了继续求学的梦想，打算去县
城打工贴补“家用”。但为了这群残疾孩
子的学业，高淑珍硬是说服女儿留在家
中“任教”。
在农村，姑娘十八九岁就开始找婆

家，王国光是十里八乡有名的漂亮姑娘，
上门说媒的踏破门槛，可高淑珍统统都
给挡了回去：“闺女还小，过两年再说。”
她甚至还为女儿定下了苛刻得不近人情
的择偶条件：第一不能嫌弃她残疾的儿
子，第二不能嫌弃这帮孩子，第三要在咱
们家过。高淑珍的这些要求又让王国光
哭了多日，“你想，定这么多规矩谁还会
来？”私下里，她不只一次愧疚地对女儿
说：“妈知道你不小了，可你走了，谁帮妈
教这些孩子呢？你别怪妈！”从此，王国光
再没有走出这个家，她的青春伴随着残
疾孩子的成长而一天天流逝。
“到结婚了我都有点不敢相信真有人

能达到妈的三个条件。”王国光笑了。%%年
前，邯郸籍志愿者王利忠背着背包敲开了
“爱心小院”的大门，巧合的是，开门的正
是王国光。志愿活动 )年后，王利忠和王
国光结婚，他成了名副其实的上门女婿。
一切仿佛是天意。王利忠在华北矿

建马万水工程公司上班，偶尔在一份包
裹元器件的旧报纸上看到了高淑珍的事
迹。“说实话我当时也不相信，也怀疑过
这个学校，不说从哪找来那么多残疾孩
子，就免费吃住这事我就觉着不可能。”
抱着求证的心思，王利忠决定亲自去一
趟。$**$年的五一假期，王利忠来到小
院。“一看才知道都是真的，当时我很自
责，因为和他们比觉着自己的想法太低
俗了。”王利忠说，他当时的想法就是先
在这里教半月的课，出些微薄之力。
“那次没走成啊！”王利忠笑了，半个

月的时间，这个会弹吉他、会写歌的大男
孩让残疾孩子们眼界大开，等到王利忠
收拾行李准备离开时，以班长赵洪刚为
首的孩子们有的堵门，有的抱住他不让
走。王利忠眼圈一红，心一横：“哥不走
了，再陪你们几个月。”王利忠为此办了
停薪留职，当时他的目标是“教够两年我
就走”。$**)年，王利忠的目标即将完成
时，小院又遇到了麻烦：正在上课的老房
子已成危房，)*多个孩子面临无处可去
的困境。“当时我妈（高淑珍）免费办学就
没存下几个钱，那时我一走，这个学校可
能就完了。”王利忠又暗暗作了决定：等
房子盖起来再走。他不顾家人反对，将工
作辞掉留在了洼里村。
“那时候想，盖个房慢点，一年多总

可以吧，但一盖就是 #年。”为了攒出盖
房的钱，王利忠开始没日没夜地在外打

工，他做过业务员、卖过饲料、学过电气
焊、做过搬运工，新房每填一层砖，就让
王利忠兴奋好一阵子。而为了省钱，他甚
至减少了回家的次数。“$**+年房子盖
好后就是个空壳，里面什么也没有。”这
次王利忠作了第三个决定：帮人帮到底，
帮忙把门窗都装上，孩子们能住进去就
行。可王利忠到底也没走成，并根扎在
“爱心小院”。$**"年王国光和王利忠结
婚，如今他们有两个孩子，一个 '岁，一
个 $岁半。
王利忠的父母健在，家里还有姐姐、

妹妹和弟弟。因为舍不得每次几百元的
路费，十几年间，他只回过 )次老家。王
利忠辞职，曾让全家不知所措。“爸妈都
很朴实，他们知道这边的情况后也都开
始慢慢支持我了，可我还是觉着没尽到
儿子的义务。”王利忠眼圈红了，不愿再
说下去。王利忠辛辛苦苦赚回来的钱全
花在了残疾孩子身上，自己儿子撒娇要
零食吃，他非但不肯掏钱，还气得踢了儿
子一脚。
“为了多挣几个钱，我什么脏活儿、

累活儿都干过。”王利忠说，他和岳父王
跃元耕种 $*多亩水稻和 #亩大棚蔬菜。
农闲时，他外出打工。而他的妻子王国光
在 %#年的时光里，整个生活就是这个小
院。“现在啥心思也没有了，就想着好好
带这些孩子，我妈不中了我带，我不中了
我儿子带。”王国光语气很坚定。

个残疾孩子一个妈39

2013年2月19日，农家妇
女高淑珍走上了“感动中国”的领
奖台。从1998年开始，目不识丁
的高淑珍带着 5个残疾孩子，在
自家小院创办了一所“特教学
校”，让残疾孩子免费吃住、免费
接受教育，快乐健康地成长。15
年的时间过去了，高淑珍用宽厚
而绵长的母爱，为120多个残疾
孩子洒下了一片阳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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