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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新闻

突闻变故 大吃一惊
听说这对勤劳的保洁夫妻家里突遭变故，居民们和居委干部都大

吃一惊，大家坐不住了。短短几天，大家自发筹集起3万元善款，交到
专门赶来上海照顾母亲的儿子小刘手中，他意外又感动，连连给居委干
部鞠躬。
这几天，张菊花的意识渐渐恢复，居民们的爱心仍在继续，陆续又

有6300元捐款交到居委。居民袁雪芬说：“看到菊花生病了，邻居肯定
都要出一份力帮一帮，捐款也是对菊花的感谢，感谢他们夫妻对小区环
境作出的贡献。”

保洁夫妻 勤勤恳恳
提起张菊花和老刘夫妻，辽源花苑小区的居民就没有不说好

的。五环居民区党总支书记、居委会主任虞净说，2018年三个小区经
“一脉三园”改造后，合并为有416户居民、建筑面积2.49万平方米的
辽源花苑，从那时起，夫妻俩就来到这里，负责保洁工作。“一脉三园”
改造让社区面貌焕然一新，而老刘夫妻俩的勤勉则让小区始终保持
环境整洁。
夫妻俩如何勤勤恳恳工作，大家都是见证者，每个居民心里都有

一杆秤：“早上出门上班时看见他们在打扫卫生，晚上下班回来时又
看见他们在打扫卫生”“扫帚簸箕就像是‘粘’在了他们身上，整天
不是在扫地，就是在整理垃圾”“无论酷暑寒冬，都能看到他们俩在
干活”“虽然保洁只有他们两个人做，但小区各处总是干干净净的”
“‘一脉三园’改造前，小区环境并不算干净，特别是有的老小区居
民素质不高，乱丢垃圾、高空抛物是家常便饭。如今改造后，小区
打扫得干干净净，再加上有志愿者引导，环境好了，居民也更爱惜
自己的家园了”……

阿姨住院 老刘坚守
正是因为随时随地都能在小区里看到夫妻俩忙忙碌碌，所以7月

初，有熟悉的居民发现了不同寻常的现象：好几天没看到张菊花的身
影了。不过，因为老刘的神情和工作没有一点变化，便也没多想，只
是随口问了一句：“老刘，菊花去哪里了？怎么好几天没见到了。”这
一问才知道出事了。原来，6月底的时候，张菊花因为时常头晕去医
院看病，结果发现脑子里长了瘤，得赶紧动手术。手术后，她被转入
ICU，一直住到现在还没出来。更令人吃惊的是，为了不耽误小区保
洁，老刘硬是没请假，也没告诉物业公司，只是把儿子从安徽老家喊
了过来照顾母亲，自己每天仍然照常在小区打扫卫生，一个人干起了
两个人的活。
知道真相后，居民们都大吃一惊。他们知道，老刘夫妻俩每月加起

来收入才五六千元，现在刚住院就交了3万多元，后续还不知道要花多
少钱。这对他们夫妻俩来说，可是一笔巨款。所以，当场就有人拿出钱
来要捐给老刘，却被老刘坚决推辞。

居民心疼 纷纷捐款
居民们不放心，又找到居委说了这件事。居委的工作人员虞净建

议发起募捐，和同事一起写了倡议书，发在楼组微信群里，并准备打印
张贴到各个楼栋。结果出乎意料，倡议书发进群里不到半小时，就有居
民拿着钱来到居委办公室，接着陆陆续续又来了不少居民，第一天就募
集到两三千元，一周不到的时间，筹到了3万元。
虞净和同事把第一批捐款交到小刘手中后，又有刚看到倡议书的居

民前来捐款，甚至还有附近小区的居民听说后也来捐款。上周四和上周
五两天，居委干部又收到了6300元。统计了一下，参与募捐的家庭已有
八九十户，不少人都捐了1000元；还有年轻人不愿意留下自己的名字，就
写上父母的名字，说“有一份力就出一份力，不管大小，都是一份爱心。”
虞净说，收到这些捐款，居委干部都非常感动，现在张阿姨有所好转，渐
渐有了意识，虽然不知道治病还要多久、最终要多少医药费，但是有了大
家伙的关心，相信他们一定能渡过难关！

本报记者 孙云

以
前
是
张
菊
花
夫
妻
守
护
小
区
环
境
，今
天
换
居
民
筹
款
守
护
生
病
的
她

病
床
上
的
保
洁
工
意
外
收
到
捐
款

新
民
晚
报
﹃
看
﹄
着
长
大
的
女
孩
收
到
了
上
海
理
工
大
学
的
录
取
通
知
书

救
助
站
的
女
儿
如
愿
考
上
研
究
生

如果不是有人随口问了一句“这几天怎么一直没看

见张阿姨”，杨浦区江浦路街道辽源花苑小区的居民和

居委干部都不会晓得，天天勤勤恳恳在小区做保洁的张

菊花因为开刀进了医院ICU。更让人没想到的是，和她
一起做保洁的爱人老刘竟然一天工作都没耽误，把小区

打扫得干干净净。

2017年、2018年、2020年，寄居在杨
浦区救助管理站困境儿童保护中心（下文

简称“救助站”）的女孩小樑曾三次登上新

民晚报。这个童年时就因父亲去世、母亲

失踪被送到救助站的女孩，这些年几乎一

直生活在救助站。多年来，在老站长李福

强（2018年去世）和一批批救助站工作人
员以及社工的关心下，被视为“救助站的

女儿”的她不仅有了户口，还先后考上了

中原中学和上海健康医学院。最近又传

出喜讯，她如愿收到了上海理工大学的研

究生录取通知书。这个新民晚报一路

“看”着长大的女孩，成了从杨浦区

救助站走出来的第一个研究生！

坎坷的身世
小樑是一个身世坎坷的女孩。2011年，因父亲去

世、母亲失踪，她被送到杨浦区救助管理站。因为她是非
婚生子女，此前一直没有办法上户口。后来，经救助站和
定海路街道办事处牵线，热心市民胡奶奶和孔爷爷收留
了她。然而到了2016年初，胡奶奶因身体原因等因素，
无法继续收留小樑，救助站又把她接回站里。从那时起，
站里的困境儿童保护中心成了她的第二个家。

2017年，15岁的小樑面临中考，时任站长李福强不
顾自己已是癌症晚期，和工作人员一起为她的未来四处
奔走，最后终于在相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下，给她办出了户
口。可以继续在上海读高中了，小樑在派出所拿到户口
簿的那一刻，热泪盈眶：“别人一出生就有的东西，我也终
于有了……”2018年3月，李福强倒下了，但他对小樑的
谆谆叮嘱“路是靠自己走出来的”从来没有被忘记，小樑
用加倍的刻苦和努力回报老站长的关爱。中考考入杨浦
区重点中学中原中学后，她的成绩一直名列前茅，长期担
任班长职务，还获得了“上海市优秀少先队员”、杨浦区
“三好学生”“优秀共青团员”等荣誉称号。

各方的关爱
李福强离开后，新一批救助站工作人员成了小樑的

家人。在站里，有专职社工负责她的生活起居，跟踪学
习、心理疏导、培养生活自理能力、帮她规划和管理生活
补助。上网课的时候，站里腾出办公用的笔记本电
脑。迎考季，食堂每天确保鸡蛋、牛奶、水果供应，周末
还按照她的口味适当加餐。
小樑的故事被报道后，她得到了更多的关心。户

口所在地定海路街道为她申请低保金，加上困境儿童
基本生活费，她每月有1900元生活费；不少爱心人士和
企业慷慨解囊，给予爱心捐款；高考前，杨浦区团委招
募复旦附中的志愿者老师上门给她补课，区教育局让
她参加特困家庭优秀学生辅导讲座；高考当天，救助站
的工作人员拉起横幅在考场外为她打气……就这样，
带着无数人的关爱，小樑在高考中考出了超过上海本
科录取控制分数线47分的好成绩，英语成绩还是全校
第一名。
大学期间，小樑住在学校寝室，但她的家还是在救助

站，每逢周末和假期，她都会回来住一阵子。不在站里的
日子，社工经常会发微信问问她的近况；从站里返校，大
家会大包小包把她一路送到校门口。这份情，从未因时
间推移、小樑长大而改变。

努力的回报
小樑很争气，在大学期间就做好了规划：进入医院实

习，一边积累实践经验，一边复习考研，未来继续在生物
医学工程领域深造。如今，她如愿考取了上海理工大学
的研究生，她说：“很开心自己备考的努力得到了回报，更
开心没有辜负政府和站里社工哥哥姐姐、叔叔阿姨对我
的支持。我能成功考研，除了靠自己努力，也离不开大家
的帮助。不然的话，我可能连考场都踏不进去。”当然，救
助站的工作人员和社工看着她不断成长，也为她高兴和
自豪。拿着录取通知书，他们说，“感觉就像自家孩子考
上了一样，特别激动！”
大学期间，上海健康医学院减免了小樑的学费，住

宿费、生活费则通过小樑的低保收入解决。为了让她
没有后顾之忧地继续深造，收到录取通知书后，杨浦区
民政局就已与定海路街道联动，为小樑申请相关助学
帮扶政策资金。社会各方的关爱，小樑都铭记心中，她
表示入学后将认真学习，争取尽早加入中国共产党，毕
业后则打算考公务员。小樑说：“我20多年的成长离不
开政府的帮助，从救助站、街道到学校……很多人关心
我，我也想成为其中的一员，当一名为人民服务的公务
员。不敢说作出什么特别大的贡献，就想成为一颗‘螺
丝钉’，回报社会。”

本报记者 孙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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