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做四份兼职
撑起一个贫病家

10月27日， 正在永州七
中实习， 刚从课堂走出来的
湖南科技学院外语系学生易
旭玲， 拿出手机拨通了妈妈
的电话，询问奶奶、妈妈的病
情，并叮嘱按时吃药。

易旭玲出生于永州市东
安县一个普通农家。 今年3
月， 易旭玲的父亲不幸患上
胃癌， 几天后去世； 一个月
后，母亲又被确诊为乳腺癌。

父母亲患病的时候，家
庭没有收入， 而家中不到10
岁的弟弟妹妹需要抚养，母
亲的病每次治疗都要花费上
千元； 奶奶长年患有精神疾
病， 爷爷年老体弱只能操劳
几亩薄田， 整个家庭的重担
落在了易旭玲身上。

易旭玲四处寻找兼职，
做家教、卖手机、派传单，凡
是有时间去做的兼职， 她都
积极去争取。最多的时候，她
在一周内做了4份兼职。

易旭玲以她的突出表
现， 荣获了国家励志奖学金
和“优秀学生干部”、“百优寝
室长”等多项荣誉称号。

■记者 唐善理
通讯员 周平尚 许剑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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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声重点·湖南好身影A09

八旬老人，退休后靠拾荒积累财富做慈善，30余年来累计捐款达到一百
多万元；残疾女孩，为了“大学梦”，坐轮椅求学7年终圆梦；抗癌女大学生需
手术费的报道见报后，短短几天内捐款突破70万元……每一件事情看上去
都很平凡，但透露的都是一如既往的坚持与浓浓的爱心。

核心提示

“钱财是身外物，生不带来死不带去，有
用的就行了，其他的都可以拿去帮助人。”谈
及慈善助人，84岁的彭传发老人总是用最质
朴的话语轻轻带过。

彭传发是常德澧县火连坡镇人， 从1981
年退休开始，他就拾荒，至今已有30多年。在
这30多年里，他靠着拾荒积累的财富做慈善，
累计捐款达一百多万元。有人说，他就是湖南
的“白方礼”。

“破烂王”的“职业病”：
看到废品就“弯腰”

虽然已经有84岁，但彭传发老人依然精
神矍铄，思维清晰，几十年前的往事仍记得
很清楚。

1981年，彭老退休后看到因工厂倒闭废
弃了大量的钢铁，便走上了拾荒之路。那时
候，彭老每天背着一个黑色布袋，或踩着三
轮车在镇上的大街小巷收废品。

1985年， 彭老自己开起了废品收购站。
“红火的时候， 废品站每天都有20多人帮
忙。” 彭老很庆幸自己发现了这条“生财之
路”，能够借此来帮助更多的人。

30多年的“破烂王”生涯让彭传发染上
了“职业病”，尽管如今连弯腰都有些吃力，
不能像以前那样每天拾荒，但他仍改不了见
到废品就捡的习惯。和记者聊天期间，彭老
看到了路边的矿泉水瓶， 立马走过去捡起
来。“这些都是钱”。 他说，“见不得有用的东
西被糟蹋”。

遭质疑后理直气壮：
“能变废为宝是好事”

彭老从小家庭困难， 不到9岁就已经开
始捡石灰、当挑工。当时做工挣回的不是钱，
而是一点麦子。 解放初期就参加了革命工
作，是老党员干部。后来被戴上右派的帽子，
直至1979年才得以平反昭雪，遭受了长达20
年的人生磨难。

当初，刚踏上拾荒助人之路时，彭老和
家人没少受别人的质疑与嘲笑。熟人见到了
他都纷纷说他傻，“自己家里本来就穷还学
有钱人资助他人”、“年纪这么大了， 还到处
捡垃圾”、“一个退休干部天天在废品堆里打
转，看像什么样子”……

“我退休时才50岁，可以劳动，捡垃圾能变
废为宝是好事，为什么做不得？”每每遇到这样
的“尴尬”，彭老总是理直气壮，一笑而过。

彭老的妻子胡国美老人今年也有76岁
了，每天负责照顾彭老的起居饮食。谈及对
丈夫的看法，胡国美老人淡然地说到：“他做
的是好事，行善积德，我很支持他。”

彭老也坦言，他最幸运的就是有这样一
位不贪图荣华富贵，愿意和他过清贫日子的
妻子。

“我只是做了党员该做的事”

说起彭老，澧县观音阁居委会一组的居民
孙继英连忙拉着记者说起了他的事。自己爱人
过世那一年是孙继英最痛苦的一年，“我那个
时候花掉了所有积蓄还是没有挽回妻子的性
命， 爱人过世时我甚至连买棺材的钱都没
有。”当彭老听说孙继英的情况后， 立即联系
居委会，共同出钱帮忙。丧事办完了，彭老又
资助孙继英的孩子继续上学，一帮就是3年。

“我一直铭记着自己是一名共产党员，
只是做了党员该做的事。”谈及未来的生活，
彭老表示自己年事已高、能力有限，希望有
更多的年轻人能扛起慈善的大旗， 助人为
乐。 ■记者 聂诗茼

手术费捐助款
突破70万

本报10月27日讯 20
岁的王李思娜，父母早亡，自
己身患白血病8年，却誓言永
不放弃， 要去遇见美好的未
来。（详见本报 10月 24日
A11版）

坚强的女孩， 强烈的求
生意志， 感动了全国不少爱
心人士。 得知80万医疗费就
能救娜娜， 大家纷纷伸出援
手，并送去鼓励与资助，希望
这个“美少女战士”在与病魔
的战斗中，取得最终的胜利。

截至27日21点， 娜娜已
经收到善款702060.5元。娜
娜的前期手术费， 以及后期
部分费用已经够了， 她目前
正计划和医生商定手术事
宜。据医生介绍，如果一切顺
利的话， 娜娜最早11月中旬
就可以进行造血干细胞移植
手术。

由于近日连续奔波筹集
自己的医疗费， 娜娜显得有
些疲倦， 目前已经返回宁乡
家中休养。“帮助我的人那么
多，我一定好好养病，绝不会
放弃活下去的机会。”娜娜坚
定地告诉三湘都市报记者。

■记者 李琪

事迹

谈起堆积如山的“宝贝”，彭传发很是自豪。 记者 聂诗茼 摄

从上个世纪 80年代
起，彭老就开始捐资助学，
陆续为火连坡幼儿园、楠
木村小学、 火连坡中学等
学校捐助10多万元。

1987年， 省里修建贺
龙体育馆缺资金， 到长沙
参加个体劳动者表彰大会
的他当场掏出身上全部现
金1000元。

1989年， 居委会有条
河上没有桥， 学生们冬天
要打赤脚过河。 彭老赶紧
花1万多元请人修了一座
简易桥。

1998年， 澧县涔南乡
遭遇水灾， 彭老两次捐款
7000元钱； 汶川和玉树发
生地震灾害后， 彭老自己
行动不便， 委托在县里工
作的女儿各送去1万元捐
款……30多年里， 彭老累
计慈善捐款达100多万元。

30余年捐款百余万

10岁时意外受伤导致
下肢瘫痪， 虽然家庭贫困，
湘乡女孩陈望始终笑对生
活。坐轮椅求学7年，陈望今
年考上了湖南商学院。“一
个人要经历挫折和困难才
会成长。” 陈望如今不但成
为了一名大学生，还担任了
班上的心育委员一职。同
时，他们班上的34名同学也
主动担负起护学重任，轮流
背她上下课。

今年18岁的陈望出生
在湘乡栗山镇，是家中的大
姐， 下面还有妹妹和弟弟，
父母都是当地的农民。

2006年5月，陈望放学

后不小心摔倒在厨房炉灶
边的石头上，致脊椎神经受
损，失去行走能力，只能与
轮椅为伴。

被迫休学一年后，为圆
女儿的读书梦，陈望的母亲
罗树青全职陪读，每天接送
陈望上下学。

因长时间坐着，陈望的
臀部多次溃烂，为了不落下
功课，陈望只好在医院边治
疗边自学。 坐轮椅求学7年
后，今年9月，陈望被湖南商
学院电子商务专业录取。这
时，曾在高中就资助过陈望
的湘潭好心人江先生再次
伸出了援手。

学校考虑到陈望的特
殊情况，便安排了罗树青在
学校做保洁工作，并让她们
母女俩住在了一间离食堂
最近的宿舍，还特地将楼梯
改造成了斜坡。陈望班上的
34名同学则从罗树青手中
接过了护送她上学的重任，
每天轮流背她上下课。

“我接受过很多人的帮
助， 希望自己也能帮助别
人， 加上我又喜欢心理学，
所以选择担任心育委员。”
陈望说，希望用自己的乐观
和坚强传递温暖。

■记者 潘显璇 王智芳
实习生 王宇 张涛

轮椅女孩圆“大学梦”
全班同学成“护花使者”

好身影·自强者

《“我多想回到这熟
悉的校园”》后续

湖南“白方礼”拾荒行善捐款百万
常德退休老人彭传发捐资助学30多年，如今年届八旬仍坚持拾荒，盼有年轻人“接班”

他74岁时开始蹬三
轮，赚取微薄的报酬捐
给贫困学生。十多年里
他前后捐了35万元，资
助了 300多个孩子 。他
是“100位新中国成立
以来感动中国人物”白
方礼。

1974年白方礼从天
津市河北运输厂退休后，
曾在一家油漆厂补差 。
1982年，他开始从事个体
三轮客运。1987年， 已经
74岁的他决定做一件大
事，那就是靠自己蹬三轮
的收入帮助贫困的孩子
实现上学的梦想。这一蹬
就是十多年，直到他92岁
逝世。

2004年， 白方礼获
中国消除贫困奖“奋斗

奖”提名入选“感动中国·
2004年年度人物”评选；
2005年， 白方礼提名入
选“感动中国·2005年年
度人物” 评选；2006年，
白方礼获第二届中国消
除贫困奖“奉献奖 ”；
2008年3月13日，白方礼
去世3年后，在46家网络
媒体联合主办的首届“感
动中国人物”评选中“感
动中国”。

2009年，白方礼荣当
“100位新中国成立以来
感动中国人物”。

2012年2月3日，央视
《感动中国》 颁奖礼向以
白方礼为代表的公益人
士致敬，白方礼老人以草
根助学的代表成为了特
别奖的得奖者之一。

白方礼的故事

靠蹬三轮
他圆了300孩子上学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