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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越血缘的兄妹情

□

晨报记者 李丹丹 通讯员 陈超 / 文 张志嵩 / 图

她， 是一个因先天性残疾被亲

生父母抛弃的女孩；

他， 在没有血缘关系的妹妹心中是

最信赖的哥哥；

17 年来，九矿职工王卫东悉心照

顾收养的妹妹，用煤矿职工最朴

实的行动， 感动着身边每

一个人……

用自己的教育方式“培训”妹妹

“小花虽然身体残疾， 但是她很聪明， 也喜欢学

习。”王卫东告诉记者。为了让小花多学些知识，不被社

会淘汰，在小花 6 岁时，王卫东便把她送到了村里的小

学上学。 在学校的那段时间， 小花经常感觉身体不舒

服，鉴于这种情形，小花上小学 4 年级时便辍学了。

王卫东考虑到自己不能照顾小花一辈子， 便想方

设法让小花学手艺，长大后能养活自己。他买来各年级

的语文、数学教科书和练习本，教小花识字、算数，另

外，他又买来一本字典，让小花把不会的字找出来，通

过查字典学会。

因为家里经济困难，王卫东买不起电脑，就买了一

个键盘，让小花练习敲键盘。 他对小花要求十分严格，

要求小花把键盘上每个字母的位置都记在心里， 闭着

眼睛也能找出来。 在哥哥“严酷”的要求下，没多长时

间，小花便对键盘熟记于心。

就这样，没有多少文化的王卫东，用自己的教育方

式对小花进行“培训”。“键盘摸熟了，再多认些字，以后

可以干打字员的工作。 她的手可以干活，有时候，走在

大街上看到有招手工活的，我就会多留意一下，说不定

有适合她干的。 ”王卫东说。

妹妹心疼家人想自立

为了多赚钱，让家人生活得更宽裕些，虽然每月可

以歇五天，但是王卫东几乎每个月都是上全勤班。在他

上班时间， 家里就由母亲照顾着。 母亲和哥哥对这个

家、对自己的付出，小花看在眼里，记在心里。

在王卫东家里，记者见到了小花，她正趴在床上看

《读者》杂志。虽然只能坐在轮椅上，但身体的残疾遮掩

不住小花脸上像花儿一样绽放的笑容。 看到有陌生人

来，小花热情地为客人让座。

“我不是亲生的，但他们待我胜似亲人。 大哥和母

亲对我的好，我会一辈子记在心里。”小花说。提到亲生

父母， 小花指着王卫东和其母亲说 ：“这就是我的亲

人。 ”

小花很懂事，总想着为这个家做些什么。平时快到

哥哥下班的时间，她就开始做饭。

“小花虽然行动不便，但很勤快。除了做饭，家里的

手工活，她能干的决不麻烦别人。 ”王卫东说。

“我大哥太辛苦了，平时操心太多，为这个家付出

了太多。我最大的愿望就是赶紧自立，为家人减轻点儿

负担，不让大哥太劳累。 ”小花说。

多攒些钱 满足妹妹开店的愿望

今年 19 岁的小花，已经是水灵灵的大姑娘。 王卫

东寻思着该给小花找个婆家了。“前段时间有人说媒，

但见了面才知道男方是个脑瘫患者， 我想都没想就回

绝了对方。 ”王卫东说，“我不要求妹妹能嫁个多优秀的

人，只要对方对她好，能代替我好好照顾她，我就知足

了。那个人连自己都无法照顾，咋照顾俺妹妹？”但眼下

的情况是，谁又愿意照顾她呢？ 谁又能照顾好她呢？ 王

卫东天天为此发愁。

由于家里经济条件不好，王卫东平时都穿工作服，

连件衣服都舍不得买。记者采访当天，他穿着一件夹克

外套，“这是我调到安监科之后， 咬咬牙花了不到一百

元买的。 ”王卫东说。

王卫东告诉记者，去年小花向他提起想开门店，学

会自力更生，不再白吃白喝。“平时小花的要求不多，这

个要求也是她想好久才给我提出来

的，但是家里经济困难，开个店要投

不少钱， 我迟迟没有答应她的这个

要求。 ” 王卫东说，“我不想让她失

望 ， 接下来我要

多攒钱， 再苦再

难也要把店

开起来 ，满

足 她 的 愿

望。 ”

在九矿， 记者见到了王卫东， 一个憨厚朴实的中年

人。 在简短的介绍之后，大家都打开了话匣子，聊了起来。

王卫东向记者说了见面后的第一句话：“从小就对她亲，

俺妹妹特别相信我，有啥事都愿意跟我说。 ”

连接九矿和王卫东家所在的村子吴马庄村的是一条

崎岖山路，步行需要 40 分钟，王卫东每天都在这条路上

穿梭着。

王卫东是九矿安监科的一名普通职工，在家中排行老

大，有两个弟弟，其中二弟几年前因脑出血导致偏瘫；还有

三个女儿都在上中学，平时住校。 山上的庄稼靠天收，王卫

东全家共有的几分地勉强能够维持一家老小的吃饭问题，

妻子和二弟媳都在外边打工。 十几年前，父亲因肝癌去世，

平时王卫东上班时间，家里只剩母亲、二弟和妹妹小花三

人，生活的重担都落在了王卫东身上。

王卫东告诉记者，小花是个苦命的孩子。 20 年前，刚

一出生的小花因为先天性残疾被生身父母遗弃在路边，

鹤煤集团九矿职工王三（王卫东姨夫）下夜班恰好路过，

将她捡回家里收养。 三年后，王三夫妇因病相继去世，他

们的儿女都不愿意插手，小花就来到了王卫东的家里，成

为了这个家的一员。这一年，王卫东 29 岁，已经成家。“当

时家里十分困难，吃饭都成问题，全家老小都不同意收留

她。 但是小花太可怜了， 我们要是不管她， 她咋活下去

啊？ ”王卫东说，在他和母亲的一致坚持下，小花就这样在

家中留了下来。

原来，小花的屁股后面长了个拳头大小的包，两条腿

没有任何知觉，并且蜷曲着无法像正常的孩子一样行走。

小的时候，怕妹妹天天在家待着闷，王卫东一闲下来就抱

着妹妹出去透气。 随着年龄的增长，小花越来越渴望像其

他小伙伴一样，可以来回跑着玩。 王卫东带她去了好多医

院，医生都无法医治好小花的病。 后来王卫东从附近山上

砍来木材，做了一副小拐杖，帮助妹妹行走。

陪小花练习用拐杖走路是一件麻烦事， 但是王卫东

不厌其烦，只要有时间，他就帮扶着小花练习。 两个月后，

小花终于可以自己拄着拐杖来回走动了。“看着她那么兴

奋，我再累也值了！ ”王卫东说。

今年 2 月 4 日，王卫东和妻子在外地办事，凌晨 4 时

半，手机短信的铃声突然响了，挂念年迈母亲和残疾妹妹

的他很担心家里出啥事。“哥，我是小花，你回来路过村头

的时候，叫小郭（村卫生所的大夫）赶紧来，我难受。 ”这条

短信让王卫东一下坐了起来， 他一边赶紧给同村的朋友

打电话，一边立即收拾东西往家赶，天亮之后到家的王卫

东赶紧来到妹妹床边询问。 原来， 抵抗力弱的小花感冒

了，高烧达 40

℃

，年迈的母亲见状也手足无措。迷糊之中，

小花硬撑着给哥哥、嫂子发了条短信。 后来听村卫生所的

大夫说，要是晚来一会儿，后果不堪设想。

在小花的日记里写着这样一句话：长兄如父，我大哥

是我最亲、最信赖的人！ 王卫东说：“我已经习惯她对我的

依赖，什么事小花都会跟我说，我也放不下她！ ”

不顾反对，收留三岁妹妹

放不下妹妹，习惯了她对自己的依赖

谁劝也不听，疼惜妹妹是责任

王卫东

和妹妹小花

在一起。

晨报记者

张志嵩 摄

看着王卫东上班辛苦，下班后又如此悉心照顾小花，

村里知道情况的人都劝他：“她不是你亲妹子，又是残疾，

用不着这样上心。 ”对于这些劝说，王卫东不屑一顾，反而

更加疼惜小花。

农村的冬天特别冷，家家户户都会生火盆取暖。 小花

8 岁那年的冬天，有一天她一个人在家，家人怕她冻着，就

让她坐在火边。 后来小花睡着了， 不小心把脚伸到了火

里，直到脚后跟、脚掌都烧焦了，才感到疼痛醒来。 王卫东

当时正在上班，得知消息后，立即请假回家，背着妹妹就

去了医院。回来的路上，很多邻里看到他便议

论纷纷。“我看着妹妹被烧焦的脚，心里很

不是滋味。 那个场景，时隔 11 年，我至今

都记忆犹新。 ”说着说着，这个 40 多岁的

矿工当着记者的面哽咽了起来，“谁都知

道俺妹妹是被遗弃的，她太可怜了，我必

须照顾好她， 不照顾好她对不

起自己的良心。 ”

2007 年春天， 原本

下半身毫无知觉的小花

老是喊屁股疼， 家里人

仔细一看， 才发现她原

来那个包的左侧， 又长

了 一 个 黄 豆 大 小 的 疙

瘩， 还一直往外流着脓

水。 高中毕业的王卫东

知道， 既然能感觉

到疼， 肯定是病情

有变化， 于是他赶

紧 背 着 妹 妹 去 医

院。当时村里，谁家

有个头疼脑热的都

是 在 村 卫 生 所 拿

药，不往医院跑。 村

里的人看到王卫东

夫妇背着捡来的妹

妹跑几十里路去医

院，都说：“卫东，这

病都是胎带的，治

不好， 别花那冤枉

钱了。 ”王卫东就像

没听见一样， 仍旧

背着妹妹往医院跑。

小花在医院接受了

手术， 由于她的身体原

因， 术后创口一直难以

愈合。 就这样，在医院一住

就是两个月，从家到医院几

十里的路， 王卫东和妻子王玉凤跑了 2

个月。住院花光了家里所有的积蓄，当时

为了省车费， 王卫东夫妇往返医院都是

靠走路。 两个月后，实在没钱住院了，王

卫东只好把小花背回了家。 经过王卫东

的悉心照顾， 小花的手术创口愈合状况

很好，如今只剩下绿豆大小。

核心提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