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心提示

核

扎根乡村 15 年，视群众如亲人

民警付雪琴：快乐着你的快乐

□

晨报见习记者 席适之

采访即将结束时， 孙捧花告诉记

者，自己之所以能坚持这么久，是因为

她对这个世界还充满着希望。

一有空，孙捧花就拿出好心人捐的

书，读故事给小佳音听。“佳音身体状况

稍微好点的时候，我还会教她写字。 我

女儿会写的字不多，可她认识的字一点

儿不少。 ”孙捧花骄傲地说。

采访即将结束时，记者把笔和纸递

给小佳音，小佳音认真地在纸上写下了

四个字：我要上学。 记者问小佳音有没

有什么愿望，小佳音低头想了想，用低

微的声音说：“等我病好了，我想把村里

路上的坑用土填平，那样我的妈妈就不

会再崴脚了。 ”

记者手记

在采访过程中，孙捧花努力克制自

己的情绪， 但眼泪还是禁不住地往下

流，小佳音倚靠在床头，安静地聆听母

亲的述说，屋内的气氛让人感到十分压

抑。 我不知道，一个 8 岁的女孩是否对

死亡有明确的概念。临别时，孙捧花说，

如果有一天从梦中醒来，发现这一切都

不是真实的，该有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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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岁的小佳音身患重病，巨额治疗费让家人一筹莫展

为救女儿，母亲想卖肾……

□

晨报见习记者 李蔚 文

/

图

12 月 10 日，记者来到鹤壁集镇王家荒村小佳音的家，一间拥挤又

昏暗的砖瓦房内， 身患恶性神经母细胞瘤的小佳音盖着厚厚的被子躺

在床上，身体蜷缩成一团，接受过化疗的她头发早已掉光，面色蜡黄。饱

受病痛折磨的小佳音，泪水流干后剩下的唯有咬牙坚持与沉默。而她的

母亲孙捧花也因照顾女儿积劳成疾， 为了省钱， 孙捧花不顾医生的劝

说，拒绝住院治疗。

去年冬天，小佳音放学回家后，说自己的脚

踝和膝盖疼， 孙捧花当时也没有在意， 过了几

天，小佳音的疼痛不但没有减轻，反而又出现高

烧症状， 整个脖子和脸也浮肿起来。 孙捧花慌

了，带着小佳音到医院做检查，检查结果是一张

病危通知书和一个陌生的诊断名词： 恶性神经

母细胞瘤。 这个诊断结果犹如一道晴天霹雳，让

孙捧花差点晕倒在医院。

在随后的日子里，孙捧花整日以泪洗面，哭

肿了双眼。 她不敢想象，会有那么一天，活泼可

爱的女儿离自己而去。 孙捧花对丈夫说：“女儿

只有 8 岁， 以后的路还很长， 哪怕只有一丝希

望，我们也不能放弃。 ”

为女儿四处求医的孙捧花从一位大夫那儿

打听到， 北京儿童医院血液科的马主任是治疗

这种疾病的专家，这让孙捧花一家看到了希望。

同时，大夫告知他们治病需要高昂的费用，孙捧

花说：“我宁愿卖眼、卖肾，也要给女儿治病。 ”

给小佳音治病所花的钱， 对于一个本不富

裕的家庭来说，是一笔不小的费用，虽然参加了

新农合， 但需要自己支付的那部分费用对他们

家来说仍是天文数字。

为了给女儿筹集医疗费， 孙捧花和丈夫王

和平把家里能卖的东西全卖了， 就连大门也被

卸下来当废铁卖掉了。 孙捧花拿出一个小本，

本子上密密麻麻写满了名字， 这是她在附近 5

个村庄挨家挨户乞讨时给她捐钱的人的姓名，

后面还写着钱数， 从 1 元到 50 元不等。

在筹钱期间， 夫妇二人带着小佳音辗转鹤

壁、卫辉等几家医院为女儿进行治疗，以维持小

佳音的生命。 病魔带来的剧痛连成年人都难以

忍受，但这对小佳音来说早已成为习惯，看到父

母心疼的眼神，懂事的她还常常安慰父母。

今年 4 月份， 孙捧花和丈夫终于凑到了 2

万元钱，便立即带女儿前往北京看病。

来到北京， 他们见到了马主任， 了解病情

后， 马主任说他有 60%的把握能治好小佳音的

病，孙捧花的脸上终于露出了一丝微笑。 可是随

后得知手术费用需要 5 万元时， 孙捧花夫妇的

心又一度降到了冰点。 孙捧花请求马主任帮忙

联系医院， 希望用自己的肾脏或眼角膜来换小

佳音的手术费，但被拒绝了。 马主任建议让小佳

音先在医院接受一个疗程的化疗， 以暂时度过

危险期。

为了省钱，在北京期间，孙捧花省吃俭用，

有一次她连续两天两夜没有吃东西， 丈夫看在

眼里，疼在心里，硬是为妻子买了两个包子和一

碗粥。 也是从那时起，孙捧花患上了胃炎，只能

吃流食。

5 月 11 日， 孙捧花夫妇带着小佳音回到鹤

壁。 由于长时间照顾女儿缺乏休息以及营养跟

不上， 回到家的那天晚上， 孙捧花突然嘴歪眼

斜， 不省人事， 丈夫急忙把妻子送到医院。 经

过检查治疗后， 医生发出了病危通知书： 脑梗

塞。

幸运的是， 经过抢救， 孙捧花终于醒了过

来， 她睁开眼的第一句话便是：“我怎么会在病

床上，小佳音呢？ ”丈夫王和平哽咽着说：“她在

家由哥哥照顾呢，你太累了，在这儿好好修养几

天吧！ ”可是孙捧花立马从病床上坐起来，要求

丈夫带自己出院：“无论我得的是什么病， 都没

有小佳音的病严重，和平，赶紧带我回家吧，小

佳音还等着我们给她看病呢， 不能再为我治病

花钱了。 ”说完，两口子抱在一起大哭了一场。

在医院工作人员的强烈要求下， 孙捧花在

医院住了下来，然而只短短两天后，她便不听劝

说地出院回家了。

采访中王和平告诉记者， 孙捧花患有颈椎

病、腰椎间盘突出、胃炎等病。 有一次夜间，孙捧

花冒雨去村卫生所为女儿拿退烧药时不小心跌

了一跤，“当时她顾不得自己的疼痛， 给女儿喂

完药，又在床边守了一夜。 直到现在她走起路来

还一瘸一拐的。 ”孙捧花的身体越来越虚弱，王

和平十分心疼， 可是孙捧花并不在意：“这些病

跟女儿的病比起来，不算什么。 ”

祸从天降，年幼的女儿身染重疾

筹钱救女，卖光家当后挨户乞讨

祸不单行，母亲积劳成疾，为省钱放弃治疗

坚守希望，不忘教女儿识字

她推行户籍民警文明用语，时刻微笑服务；她印发办理户籍手续明白卡，

方便群众；她加班加点延长工作时间，帮助学生、军人、农民工；她利用双休日

预约，为在外打工、就学人员办证；她 24 小时开机建立紧急服务热线，随时帮

助群众解决燃眉之急……

她就是付雪琴， 鹤壁市公安局鹤山分局鹤壁集户籍管理站的一名普通民

警。 1997 年警校毕业后，她就扎根到农村派出所，在一个普通的户籍办理窗口

为群众服务了 15 年。 前不久，付雪琴荣登 10 月份中国好人榜。

15 年办理各种户证手续 20 多万份

11 月 23 日， 鹤山分局鹤壁集户籍管

理站业务大厅里，坐满了焦急等待办理业

务的人，付雪琴正热情、细致地为来访者一

一解答疑问。

鹤壁集镇是鹤山区最大的一个乡镇，

人口多，流动性强，户籍工作琐碎繁重。 付

雪琴自 1997 年参加工作以来，15 年如一

日，接待群众 30 余万人次，办理各种户证

手续达 20 多万份， 为群众上门送证 10 万

余份。

救困扶危，帮助残疾人解决生活问题

南杨邑村有位 70 多岁的老人名叫王保成，他

的儿子王文亮是一位聋哑人，30 多岁才结婚的王

文亮取了一名智障女子，不幸的是，王文亮 3 岁儿

子的王鑫萍也有先天性智障。“王保成这半辈子都

在想法儿给儿子治病， 他们祖孙三代的情况都很

糟。 ”付雪琴对记者说。

“王鑫萍这个孩子虽然有先天性智障， 但仍

然不失天真无邪的本性，我同他家人交谈时，他总

是在一旁开怀地笑，大人逗他，他会用同样的方式

模仿大人，让人感到很心疼。 ”付雪琴对记者说，

“之前，这个孩子一直没有户口，无法享受低保。 ”

在付雪琴了解王保成一家的情况后， 她决定

先给这个孩子办理户口，再帮他申请低保。 但是，

按照国家规定的程序， 必须持有相关证件才能给

办理相关手续。除了年迈的王保成，付雪琴与家里

其他成员沟通都十分困难， 想找出相关证件更是

不容易。于是，付雪琴不得不亲自在王保成家里翻

查。“这期间我又跑到了镇政府民政所反映了王保

成一家的情况，力争让更多的人了解他家的情况，

帮助这户特殊的家庭。 ”付雪琴说，现在这个孩子

的各类救助手续都已经办好了。

记者了解到， 还有不少困难户和特殊家庭也

在付雪琴的帮助下享受到了国家的救助政策。 年

迈的王保成常常对邻里相亲们叹道：“小付真是俺

家的救命恩人啊！ ”

让失散家庭得以团聚

2010 年 12 月 8 日，江苏省无锡市

的徐女士打求助电话到户籍管理站，想

要寻找失散多年的舅舅。 徐女士说，舅

舅名叫姬来法，居住在中杨邑村。

付雪琴便利用休息时间跑到中杨

邑村四处询问，但是一无所获。于是，付

雪琴决定用地毯式排查的方法，从 4 万

多份身份证登记表中查找到几年前姬

来法办理身份证时留下的手机号码。拨

通电话后，却被告知对方不是自己所要

寻找的人， 她又诚恳地连打了数次电

话， 新机主终于被她的热情和执著打

动，最后帮助她找到了姬来法的联系方

式，徐女士一家团聚了。

“为他人寻找失散的亲人，我遇到

过很多，如果顺利，几个小时就可以办

成，如果复杂情况，就需要整理大量的

资料，打无数个的电话。”付雪琴说，“能

让失散的家庭团聚，是我的使命，再辛

苦也值得。 ”

多年来，付雪琴正是凭借着这种锲

而不舍的精神， 帮助 20 多位外地人在

鹤壁找到了亲人。 这些江苏、 山东、山

西、北京等省、市的失散亲人在团聚之

后， 无一不对付雪琴所做的努力而感

动， 纷纷称赞：“小付真是鹤壁的好民

警！ ”

鹤壁集镇前蜀村的焦树文和王秋琴

夫妇两人双目失明，11 月 13 日，付雪琴再

次来到他们家里探望。 付雪琴看到门上还

挂着夏季用的竹帘，就想帮他们换上棉门

帘， 但老人家的棉门帘已经破旧不堪，上

面还有很多大大小小的补丁。 没过几天，

付雪琴就把崭新的棉门帘挂到了老人的

门上，两位老人感激得说不出话来。

记者了解到，很多老人跟付雪琴相处

得十分融洽，他们常常拉着付雪琴的手一

唠就是几个小时。“老人们最缺的就是关

心，当我看到他们戴着我买来的围巾、帽子

后那开心的样子，我比他们还开心！ ”付雪

琴笑着对记者说。

群众快乐就是她的快乐

小佳音在纸上写下“我要上学”四个字。

孙捧花推着小佳音来到室外，教女儿认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