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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启公益之路———
难忘那对拾稻穗的祖孙俩

“和朋友发起成立 ‘壹点
爱’ 助学服务中心就是因为记
者这个职业。 ”说起自己做公益
的故事， 罗霞的记忆马上追溯
到了 2005 年。

2005 年秋天， 她去某市作
矿难专题报道， 途中发现一位
看过八旬的老婆婆带着五六岁
的孙子， 顶着烈日在别人收割
过的稻田里捡拾稻穗。 出于职
业的敏感，罗霞上前询问。 老人
艰难抬起头，吃力地表示，因为
儿子儿媳遭遇矿难， 家中只剩
下她和年幼的孙儿。 没有劳动
力的他们， 只能捡一些别人掉
落的稻谷回去做口粮。

因为工作任务紧急， 罗霞
没有和老人久谈， 但把身上仅
有的现金拿了出来给她， 只留
下车费。 老婆婆推辞着 ，直到
罗霞说钱是给孩子买些营养品
吃，老人才颤巍巍地接过了钱。

这件事像针一样 ， 深深地
扎在了罗霞的心里。 “这让我想
起了自己小时候的经历， 因为
生命中许许多多帮助过我的
人， 我才走出那延绵不绝的大
山深处。 ”罗霞告诉记者，从那
刻起， 她就想要尽自己所能去
帮助那些在生活中苦苦挣扎的
人们。

这些年来， 罗霞始终坚持自
己的原则， 深入到最基层的地方
采访。 通过记者的职业优势，她
号召更多的社会爱心人士一起，在
湖南省一对一资助了上百名孩
子， 直到他们大学毕业 。 2010
年， 罗霞和朋友们发起成立了
“壹点爱”助学服务中心。

“我们的资助模式是一对
一， 如果没有特殊情况至少到
高中毕业。 每成功帮助一个孩
子， 我都会感受到记者这个职
业的价值和她带给我的荣光。 ”
罗霞说。

打开关注视角———
让事实孤儿不再孤独

2018 年 6 月， 罗霞与省司

法厅工作人员一起， 进行关爱
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的活动回
访。

当时去的是距离洪江市区
70 多公里的小美家 。 6 岁的小
美和家人住在大山深处一栋破
旧的老木房里。 看到一行人带
来的学习用品， 她高兴得跳了
起来：“我太喜欢了， 早就想画
画了。 ”

很快， 小美就趴在地上用
彩笔画好了一个小小的人儿 。
她告诉罗霞这是她的妈妈 ，在
画到脚部的时候 ， 她犹豫了 ，

“我从来都没有见过妈妈的高
跟鞋，想要给她画一双”。

原来 ，小美父母在 2015 年
因重罪双双被判刑， 她突然间
成了事实孤儿。 不久前，小美的
爷爷又因癌症医治无效去世 ，
一个又一个的沉重打击让这个
家庭喘不过气来。

回到长沙 ， 罗霞便联系上
香港教育大学的一位教授 ，说
明小美的情况后， 对方愿意资
助小美到大学毕业。

她说， 小美只是众多服刑
人员未成年子女的一个缩影 ，

他们过早地品尝了生活的苦
涩。 有的因为经济困难，面临失
学；有的缺乏亲情陪护，心灵荒
漠不断扩大；有的缺少监管，成
为不良少年， 走在违法犯罪的
边缘。 因为“罪犯子女”的身份，
他们往往还要承受一些非议和
轻视，甚至被遗忘。

父母虽然犯了罪 ， 但孩子
是无辜的， 如果没有政府和社
会的关爱， 他们将如何面对未
来的人生和道路， 如何正常融
入社会？

为此 ，罗霞走遍省内 30 多
个贫困县， 写了一系列关注服
刑人员未成年子女的报道 ，唤
起了社会各界对这一特殊群体
的关注。

拓展职业疆域———
视频专栏成行业口碑

2017 年入职《湖南法治报》
成为政法记者后， 罗霞不断增
强脚力、眼力、笔力、脑力，脚踏
实地跑遍全省 14 个市州近 100
个县 （市区 ），深入基层讲述湖
南法治故事。

这些法治报道 ， 一方面围
绕中央、省委重要决策部署，以
群众通俗易懂的方法和形式 ，
让党和政府的声音 “飞入寻常
百姓家”。 另一方面，围绕百姓
的急难愁盼问题发声， 促进民
生问题的解决和社会进步。

罗霞全程记录了湖南省最
具创新和借鉴意义的 “离监探
亲”工作、跟踪过司法行政部门
跨越 2000 多公里将违反社区
矫正规定的罪犯押解回湘 、策
划并执行过“高墙内的朗读者”
“高墙内的鹊桥会”系列活动……

2020 年新冠肺炎疫情防控
期间， 她不仅投入疫情防控一
线， 同时想尽办法为湖南省援
鄂中医医疗队捐赠医用防护服
150 套、一次性外科橡胶手术手
套 3200 只、 医疗护目镜 100 副
等医疗防护物资， 向湘西龙山
县捐赠 1000 双防护手套 ，被湖
南日报社评为 “疫情防控宣传
报道先进个人”。

2021 年， 通过一档视频普
法 维 权 栏 目 ———《 霞 姐 帮 帮

帮 》， 让罗霞初次尝试了成为
“网红”的滋味。 成功救助流浪
母女、 帮助无依无靠小姐妹找
到温暖、 为农民工讨回血汗钱
……成功帮助一个个当事人解
决实际问题， 让法治长出 “牙
齿”，成为栏目主持和策划人罗
霞不变的初衷， 同时也使这个
栏目成为《湖南法治报》一块金
闪闪的维权招牌。 目前，该栏目
被纳入湖南日报社“和谐家园”
帮扶中心项目， 并在省直妇工
委的组织协调下， 与法检公司
建立联动机制， 聚合力量为困
境中的妇女女童依法维权。

打造爱心之家———
新时代的五好家庭

罗霞的丈夫聂波波是一名
现役军人， 双方的职业特点注
定他们需要彼此更多的尊重 、
理解和包容。 多年来，他都非常
支持妻子的职业理想和公益行
动，并经常参与。

今年是罗霞带儿子聂歌参
与公益活动的第 8 年。 儿子还
不到 １ 岁的时候， 罗霞便经常
带着他翻山越岭 ， 每年两次
（分别在上 、 下两个学期 ）深
入贫困山区帮助困难家庭的孩
子。 “带着孩子做公益，就是希
望在他心里埋下一颗爱心的种
子，用实际行动不断灌溉，直到
它变成一棵苍天大树。 ”罗霞是
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几年
下来， 聂歌总会想方设法和妈
妈一起去做公益活动 ， 他说 ：
“帮助别人的时候就是最开心
的时候。 ”

今年， 罗霞家庭获得第十
三届全国五好家庭荣誉称号 。
她说， 我们有幸生活在一个伟
大变革的时代， 党带领全国人
民取得了举世瞩目的重大成就 ，
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 “因为
记者这个职业， 让我看到了一
些特殊的命运， 职业赋予的使
命， 让我觉得自己有责任和义
务， 用自己的绵薄之力为他们
鼓与呼。 持续多年的爱心活动，
让我们每个家庭成员的心灵得
到了洗礼、思想得到了升华，家
庭因此也会更加和睦。 ”

有心，有爱，在公益路上执著前行�
———罗霞和她的“全国五好家庭”

湖南法治报全媒体记者 陈佳婧

这是一个比较特殊的家庭。
妻子罗霞是一名政法记者， 丈夫聂波波是一名现役

军人。 双方的职业特点， 注定了这个家庭有着别样的艰
辛，也让他们更加懂得“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的重要
含义。 扶危济困、助人为乐是这个家庭坚持多年的主题，
也成为家庭文明建设的一笔宝贵精神财富。

作为一名记者， 罗霞通过自己的工作目睹了一些困
难群体不堪命运重负的现状。 职业赋予的使命，使她觉得

有责任和义务为他们鼓与呼。 和朋友们发起成立 “壹点
爱”助学服务中心，带着 10 个月的儿子为乡村学校送
去爱心图书……她用自己的实际行动 ，诠释了一位新
闻工作者的初心与大爱。

多年来，罗霞多次获得湖南新闻奖一、二、三等奖，荣
获湖南日报报业集团 2021 年度 “十佳明星员工”称号并
记功；聂波波被评为湖南省脱贫攻坚先进个人；一家三口
组成的小家先后获得湖南省直最美家庭、 湖南省最美家
庭、湖南省五好家庭、全国最美家庭、第十三届全国五好
家庭等荣誉称号。 罗霞获得全国五好家庭的奖状和奖杯。

罗霞一家人。

2017年，罗霞的儿子（右一）给新化县山区的贫困小姐姐送去零花钱，
并分享零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