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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工
个人基于社会责任及义务，

不计报酬地无偿参与社会服务
的助人者，也称“志愿者”或“志
愿工作者”。

社工
以助人为职业的专门从事

社会工作的人， 他们受雇于公、
私立社会福利机构从事社会服
务，是专业的助人者。

从绝境到坦途
96258倾听义工故事

三个平凡的人，一个温暖的
故事，一些被改写的人生。

从冷到热， 从绝境到坦途，
其实我们都能做到。

你是义工吗， 你想成为义工
吗？ 如果你身边也有如郑焕辉父
子一样感人的义工故事， 请拨打
本报热线电话96258跟我们讲述
或提供线索， 本报将深入长沙义
工群体进行调查， 倾听他们的心
声，了解他们生存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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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列报道之一·故事

6封家书，“父子义工”绝境重生
危情家庭：儿子再度发病，老父欲轻生 爱心行动：社工当邮差，父子通信激励
阳光结尾：孩子，我陪你一起去做义工 温暖互动：本报96258倾听义工故事

7月1日
强：你离家一周，我感觉过了一年，很是想念。我在家有社

区和社工照料，身体很好。他们告诉我现在科学很发达，你的病
能治好，治好后还会帮助你找工作。所以，你要坚定信心，我在
家等你康复归来。

爸：我在这儿很好。你身体不好，儿子不在家，连个陪你说
话的人都没有，很是担心。我听你的话，配合治疗，按时吃药，我
会尽早回来照顾你的。

7月10日

强：听闻你能按时吃药了，很高兴。这些年，为照顾我，你很
辛苦。现在我连监督你按时吃药的责任都不能尽到，万分内疚。
我觉得社工的工作方法很有效， 他们经常上门给我做心理疏
导。你可和他们多聊聊天，对你的病情有好处。

爸：我跟社工小党聊天了，听说你没有因我住院而过分悲
伤，我很安心。我在安心治病，不要太担心我。你一定要快快乐
乐的，我很快会回家。

7月17日

强：你离家后，你种的玫瑰连开了三朵，又红又大又漂亮。
你的小乌龟也过得很好。我请小党拍了照片给你，你看见应该
很开心吧。

爸：我请小党拍了我的照片给你看，你看我笑得多开心。玫
瑰和乌龟的照片收到了，真好。下次也拍张你的照片给我看看，
我很想你。

7月25日

强：长沙真是太热了，早上新闻说今天会有40℃。你最爱整
洁，去医院时衣服只带了几件，够不够换？住在医院里，你要感
觉自己是在度假，多想能让自己开心的事情。

爸：看到你的照片我就安心了。听你的话，我很注意防暑，
社区送的绿豆汤你也要喝些。除了挂念你，我也很想念义工组
织里的朋友，不知他们可好。请转他们，我病好后还会回去当义
工。

8月2日

强：你对朋友的想念，我已托人转达给“心翼之家”，他们会
去看望你。爸爸以后也会陪你去做义工，任何时候你都要坚信
自己会彻底好起来。

爸：听说你也当了义工，我很感动。你是多么好的一个父
亲。很多人无法理解一个有精神病史的人去当义工，只有你能
明白我心里头的追求。医生说我恢复情况很好，中秋节前就可
出院，到时候我们一起去做义工。

■三湘华声全媒体记者 王为薇
见习记者 梁筱石 实习生 肖李洁敏

6个口信， 轻生老父重燃希
望；6封家书， 患病儿子积极向
生；6轮奔走，孤儿“邮差”架起父
子间的心桥。

连续两个月，3名残疾人共
同完成了一场特殊邮递。

如今， 他们仨的世界都得以
重构：老父“接儿子班”成了社区
最老的义工；儿子的精神病逐渐
康复， 中秋节前有望出院； 孤儿
“邮差”也从这一段父子情深中感
悟良多。

儿子发病，硬汉父亲欲轻生

6月17日，时隔20年后，郑焕
辉的儿子郑强再次因精神病发
作住进了医院。

郑焕辉是长沙市雨花区左家
塘街道牛角塘社区的居民， 今年
78岁， 曾在抗美援朝战争中负
伤，腿脚一直不方便。

儿子一病，郑焕辉感觉“天都
塌了”，“我成了失独老人，崽成了
留守病人， 想去医院看看他都没
法实现”。

20年前，郑强因感情受挫患
上精神分裂症，巨大的医药支出
让一家生活经常捉襟见肘，老伴
去世后，父子俩相依为命，勉力撑
家。

尽管艰难， 郑焕辉始终如硬
汉般坚持。社区见郑家人生活贫
困，曾提议为郑强办理低保，但郑
焕辉数次拒绝，“他本就有病，如
再拿低保， 越发觉得自己是个废
人，永远无法重新融入社会。”

可这次郑强入院后， 郑焕辉
再也无法坚持了，连续三天不吃
不喝后，他把遗书摆上了床头。

“这辈子的长路走得再痛苦
再艰难，我都没想过死，但这次是
真的觉得熬不过去了。” 回忆当
时，郑焕辉说。

社工当邮差，架成父子心桥

得知郑焕辉欲轻生， 社区派
来了社工喻姐安抚。

除了对郑焕辉进行心理疏导，
喻姐还“对症下药”，安排社工小党
当起了郑焕辉和郑强的邮差。

22岁的小党是个孤儿，右手
残疾，从小在福利院长大。社工是
小党大学毕业后的第一份工作，
他说，希望能当一辈子社工。

7月1日，小党开始了每周一
次的邮差工作。“郑爷爷会提前把
信写好，我取到后送给郑强，考虑
到郑强的身体状况， 我用笔记下
郑强想对父亲说的话，再带给老
人。”

老人的信都不长， 两三分钟
就能看完，但郑强每次总读了又
读，一封封垫在枕头下。

而随着父子书信联系的增
多，郑强不再抗拒打针吃药，心情
渐渐开朗。

父子约定，陪你一起做义工

在家书的另一头， 不断听到
儿子病情改善的消息， 郑焕辉老
人也慢慢走出阴影。

8月2日，当第五封家书送出
后，小党带回一个好消息：郑强不
要多久就能出院了。

郑焕辉说，听到这个消息时，
感觉“重获新生”。这之后，他更加
忙活了———听说儿子想吃饼干，
他花了一个小时慢慢挪到超市，
买了一堆； 听说儿子中秋前能出
院，他花了3天时间为书桌重新刷
漆。

回忆7月25日，郑强那句“等
我病好了，我还要去当义工”的口
信， 老人说，“儿子作为精神病人
都能做义工， 我为什么不能去试
试。”

郑焕辉介绍， 郑强烧得一手
好菜，发病前，一直在一家慈善机
构当厨师。

8月15日， 郑焕辉在家书中
写道，“强，我要接你的班当义工。
等你康复，我们一起做义工。”

看到这些， 喻姐和小党悬着
的心都落地了。

老人成社区最老义工

得知郑焕辉申请当义工，起
初大家并不看好。郑焕辉很执着，
特意给喻姐捎去了一封“申请
信”。

抱着试试看的想法，8月12
日， 喻姐给郑焕辉带来了一名自
闭少年东东。 东东因儿时遭遇过
抢劫一直很自闭， 有邻居甚至怀
疑他是个哑巴。

郑焕辉一点一点地靠近孩
子，“你看我这条腿， 半辈子行动
不便，还活到了78岁，谁没点挫
折呀。” 他还常给东东讲自己亲
历的战场故事。 第一次看到儿子
开怀大笑， 还一个劲地缠着老人
讲故事， 东东父亲感叹：“郑爹爹
帮了我儿子”。

郑焕辉的义工行动并不限于
心理疏导， 他还将社区救助他的
物资转赠他人， 并走出家门参与
社区残疾人分享会。在分享会上，
他说：“困难是客观存在的。 客观
的东西，我们无法改变，但我们能
改变主观的东西。只要你有目标，
去做了就能快乐幸福。

到目前为止， 郑焕辉这位社
区最老的义工，已累计服务18小
时。“满20个小时，我就成注册义
工了。”说起未来，老人挺自豪，阴
霾早散，一脸阳光。

长沙市雨花区左家塘街道牛角塘社区，一名义工在给郑焕辉老人做按摩，老人目前也是一名义工。 记者 龚磊 摄

郑焕辉写给儿子的信。

【儿子郑强】
“除了挂念你，我也很想念义工组织里的朋友。

我住院一个多月了，很久没为他们做饭，不知他们
可好。请转告他们，我病好后还会回去当义工。”

【父亲郑焕辉】
“以前我一直劝你不要去当义工，担心你会

太累。可我现在体会到了你的追求。爸爸会陪你
做义工。”

【社工小党】
“虽然父子俩的家书和口信都是些平淡的

话，但我完全被打动了。不仅仅是父子亲情，还
有他们俩身处困境却仍想着帮助他人的精神。”

父子通信（节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