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者：有没有感觉很失望、很灰暗的
时候？

刘露：父母四处求医，感觉无望后放
弃了我的治疗；有次在医院治疗了几天，
感觉效果蛮不错， 但因父亲病重不得不
回家，那一刻我很失望，感觉老天就是不
想让我好起来了。

记者：当时你想些什么？
刘露：几天都没说话、吃饭，心挺乱

的，“身体发肤受之父母” 这句话可能是
我没想自杀的原因。我要是放弃了，放弃
的不止是我自己， 还有父母这么多年的
努力坚持与辛苦付出。

记者：怎么会想到做公益？
刘露：很多人帮助过我，我想力所能及

地去帮助别人，也算是感恩、回报吧。有了
公益，我也相当于有了新的信仰、信念，有
了继续坚持下去的勇气。

记者：未来你的公益组织有何规划？
刘露：先注册，再想办法“造血”，毕

竟团队启动后需要经费支撑。 这样才能
帮到更多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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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碎玉，靠别人才能反射一点微光”

长沙高位截瘫男的5年公益路

他只能用一根手指敲击键盘，他说话
困难、口齿不清，他高位截瘫、无法走出户
外……

但就是这样一个人，自学电脑、开淘
宝店、做校对、创建公益团队、数次将捐给
自己的钱转让给急需治疗费、有生命希望
的人。

他看似是一截被命运丢弃的蜡烛，但
靠着坚强与善良，他欢快地燃烧了起来。

还藉着生命微光带给他人光明和希望。
他叫刘露，38岁，长沙县人。
10月22日下午，记者见到刘露时，他

坐在床边用右手食指在电脑键盘上敲出
一行字：“我一直认为自己是一块碎玉，借
助别人才能反射出一点点微光。”

■ 三湘华声全媒体记者 张文杰 实习生 李满

“核心
提示

9月21日下午，长沙县安沙镇。
4根鞋带将一双布鞋紧紧地绑

在刘露腿上， 身体不时地抽搐，说
话困难，这让紧张的他显得愈加焦
急。

他正和团队成员及安沙镇领
导沟通，汇总各方消息，为在当地
举办的“天籁列车湖南站”活动做
准备，这个活动将为聋人朋友发放
免费助听器。

焦急得不行时， 刘露拿出手
机，用铅笔敲出短信、拨出号码，尽
管发音困难，但仍努力地一字一句
慢慢表达。

刘露无法亲自去寻找聋人朋
友，但他有公益群里的兄弟朋友。

“在我的公益群里， 有不少长
沙县的义工，通过微信、微博、短信
联系上了一些大学生村官，请他们
帮我确定受赠聋人的名单。” 刘露
说，心里干着急，又不敢催别人，毕
竟是求他们办事。 只能隔段时间，
才敢打电话询问进展。

后来，在安沙镇团委帮
助下，他组建了自己的公益
团队“爱的渡船头”公益联
盟。

团队成立之初， 人少，
没有经济支撑。“真心真意
做公益的人都是一拍即合，
不会害怕困难， 会坚持到

底。”刘露说。
他找朋友建了网站；用

实际行动、公益魅力征服了
每个愿意做公益的人，建了
两个人数超百的公益群；每
天上网半天，花一半时间来
寻找需要帮助和愿意提供
帮助的人。

刘露的新浪微博里有
这样一段话：做了自己喜欢
的事情， 同时又帮助了别
人，那就是事业。“不管多
难，我都会把公益当成毕生
事业来做，不然也不会费心
费力还贴钱。” 刘露坚毅的
眼神望着窗外。

长沙县安沙镇和平村
123号是刘露的家，和村里
其它气派的楼房不同，他家
那栋于1959年搭建的几间
房屋显得特别破旧。

10年前村里人陆续将
新房建到了水泥路边，而刘

露家因接二连三的灾难致
债台高筑，无力建房。刘露
的命运也在他17岁那年变
了色彩。

1992年， 刘露遭遇车
祸，在湘雅医院抢救、昏迷
几十天后才睁开眼睛，落下

高位截瘫。
“植物人一样地过了近

半年后，所有医生都认定他
必死无疑，劝我们放弃治疗
接他回家。”10月22日，刘
露母亲、60岁的刘香义回
忆。

一根手指的五年公益路

沟通只能靠一根手指

遭遇车祸高位截瘫

在父母的细心护理下，
半年多后，刘露慢慢恢复了
意识。 尽管家里已债台高
筑， 父母仍带他四处求医，
后来家里再遭变故，刘露的
治疗也断断续续，终究难以
治愈。

2000年，刘露母亲积劳
成疾突发高血压脑中风，落
下左手、 左脚残疾；2003年

父亲中风丧失劳动力；2005
年爷爷失明并瘫痪……

每年冬春的雨雪冰冻
对他们家都是场磨难：父亲
三天两头大病一场，母亲常
抽筋，只能忍着，请医生上
门开点药控制。

2010年，刘露的爷爷去
世后，操劳过度的刘香义再
次中风。“没钱去县医院，借

钱在镇医院治了两万。”刘
香义红着眼眶说。 没钱，家
里人的病都一直拖着。2012
年底，刘露父亲离世，就此
剩下母子两人守着老屋。

2008年起， 刘露开始
走上公益路，刚开始做公益
时， 基本上都是自己贴的
钱，正因如此，5年来他都不
敢让家里人知道。

家庭厄运接二连三

沟通、行走不便，刘露
的公益之路曲折、艰难。

5年前，什么都不懂，刘
露四处“打游击”。碰到网络
上需要帮助的人群，他就帮
忙转发扩散。谈及做公益的
起因， 他笑着打出一行字，

“帮助人和被帮助都是讲缘
分的， 接受了那么多人帮
助，我也要力所能及地帮助
别人。”

2011年左右，他加入了
一个公益群，在群里专门负
责宣传、联络。令他印象深

刻的是，帮一个丈夫病危的
湖北女子，刘露在网上替她
义卖募捐。

2012年底，“爱心圈”公
益找到刘露，希望合作组建
团队，但最终因意见不合分
道扬镳。

把做公益当成毕生事业

“做公益他会不顾一切”

“做公益他会不顾一切，团队刚起步
时， 基本是自己贴钱。”“爱的渡船头”成
员小杨表示，去年有人捐了3000元给刘
露， 当时正好有一名白血病女孩在湘雅
急需手术，他就请那人转赠给了小女孩。
“而这样的事刘露不知已做过多少次
了。”小杨说。

虽屡遭厄运， 但刘露一直没放弃活
的精彩：他热衷国学；学会上网后，2011
年他发微博求职，获得了一份录入工作，
后因无线上网网速慢而黄了；2012年，他
做校对赚了点钱后，装了宽带，然后开网
店，再用赚来的钱做公益……

为不让肌肉萎缩，他一直坚持锻炼，
每天早上听着收音机，扶着床柱，一站就
是一上午。

在煎熬中，刘露一边等待一边
和安沙镇领导联系，希望能转交这
批爱心助听器。

这200多个助听器是刘露花
半年时间才争取来的， 早在3月他
就得知这个活动，但从联系到获取
物资花费了不少时间和精力。

作为领导者， 在团队中通过
QQ他能很好地与其他人交流。但
因说话困难，与其他捐赠者和政府
部门沟通时，就显得有些吃力。

大多数时候，刘露都是靠一个
字一个字敲打着短信、邮件与人联
系，一条短信二三十个字，正常人
可能只要半分钟，他却得花上好几
分钟。

“最多时， 一天发了上百条短
信、邮件，到晚上手指都麻木了。”
刘露说。

苦累但也有开心的时候，9月
26日，当看着100多名受助聋人戴
上助听器时，他笑得特别灿烂。

花费精力是常人的数倍

“很多人帮助过我
做公益算是感恩回报吧！”

10月14日下午，长沙县安沙镇和平村，刘露与他的狗狗“小黄”嬉戏。 实习记者 李健 摄

个人命运…

… 公益之路

对话…

刘露印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