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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助7.5万个孩子重拾笑容与自信，这是浙江省微笑明天慈善基金会创始人吴伟和志愿者们用30余年时

间交出的一份“成绩单”。对于这些重展笑颜的唇腭裂儿童而言，一个动人的微笑，有可能改变他们的一生。

本报讯 （记者 舒迪）“善
爱童行”残疾儿童康复爱心基金
战略合作签约仪式日前在江苏常
熟市慈善总会举行。据了解，常
熟市财政局、市民政局、市慈善
总会、市残联四方建立战略合作
关系，由市慈善总会（基金会）
专门设立“善爱童行”残疾儿童
康复爱心基金，自2023年1月1
日起至 2027年 12月 31日的未
来 5 年内每年安排善款 500 万

元，专门用于全市0-14周岁残疾
儿童的基本康复服务补助，进一步
助力全市残疾人康复服务工作的高
质量发展。

据介绍，自2008年以来，常熟
市慈善总会（基金会）总计支出超
3500万元，助力全市超2000名残疾
儿童的康复工作。参与合作的各方表
示，要真正发挥出残疾儿童康复爱心
基金共建互融的成效，让残疾儿童共
享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成果。

江苏常熟：

多方合力关爱残疾儿童康复

弥足珍贵的微笑

家住广东肇庆市封开县的阿燕在6
个月孕检时得知，自己肚子里的双胞胎
均患有唇腭裂，但她不忍心放弃，决定
把他们生下来。

即使做好了充分的心理准备，看到
两个孩子的第一眼，阿燕和丈夫还是愣
住了。时隔多年，再回忆起当时的感
受，阿燕依然泪流满面。

哥哥家豪单侧唇裂并腭裂，弟弟震
豪则更严重，是双侧唇裂并腭裂。两个
孩子的上嘴唇翘起，一直连到鼻腔中，
像两弯肉色的残月。阿燕见到孩子时，
眼泪一瞬间就从眼角流了下来。她的丈
夫也半天没有回过神来，在医院的过道
里抱着头，一寸一寸蹲了下去，饱含泪
水的眼里写满了迷茫和无助。

阿燕一家对于该如何喂养两个刚出
生的唇腭裂宝宝手足无措，几经商量，
决定先把孩子留在医院喂养。

唇腭裂婴儿不能喝母乳，只能买专
门的奶粉喂养，再加上医院的高昂费
用，让这个原本并不富裕的家庭很快就

“交了底儿”。
到了牙牙学语的年纪，由于严重的

唇腭裂，家豪和震豪只能用鼻腔发声，
很多音节都含含糊糊听不清。除此之
外，阿燕生活的小镇上，很少人了解唇
腭裂，自从两个孩子出生后，闲言碎语
也像刀子一样扎在阿燕心里。

阿燕做梦都想为两个孩子尽快手
术，但像家豪和震豪这样严重的唇腭
裂，每个孩子至少要做三期补裂手术，
每次动辄上万元的手术费用又让她望而
却步。

就在一筹莫展之时，阿燕听到一个
好消息：微笑明天慈善基金会和封开县
中医院有长期合作，可以为患有先天唇
腭裂的孩子提供免费手术治疗的机会，
去医院现场登记筛查，符合条件可以马
上接受手术。

随后，不到一岁时，哥哥家豪接受
了第一次唇裂修复手术。因为弟弟当时
体重不达标，一年后也进行了第一次手
术。手术室外，医生竖起的那个熟悉的

“OK”手势，对阿燕一家而言，更像是
生命中的一束光。

如今，两个孩子的术后恢复情况越
来越好，上唇处的肉色残月被慢慢填
满，美好的笑容回到了他们的面庞。

对阿燕来说，孩子们重拾的微笑太
过珍贵。想到以后两个孩子可以和其他
孩子一样读书上学，过正常的生活，阿
燕和家人心里的“大石”终于落了下
来，家里的气氛也久违地放松了下来。

家豪和震豪是7.5万多个“微笑明

天”项目受助者的缩影。在我国，大约
每600个新生婴儿中就有一名唇腭裂宝
宝。“把微笑带给更多的孩子，是大家
一直以来共同的愿望。”微笑明天慈善
基金会创始人吴伟说。

吴伟用“值得”二字总结了这些年
的收获。“30多年，和很多志同道合的
伙伴一起，换来了7.5万多个被修复的
灿烂笑脸，相信有多少个微笑的明天，
就会有多少个暖心动人的故事。”

修补的是微笑，更是自信

从1991年第一次作为医疗志愿者
为唇腭裂孩子做手术，整形外科专家史
颂民就和这些被“被天使吻过”的孩子
结下了不解之缘。

作为资深志愿者，30多年来究竟
免费为多少唇腭裂孩子做过修复手术，
史颂民早已记不清了，但每个孩子的笑
脸，却深深印刻在她的脑海。每年攒够
年假，为更多唇腭裂孩子送去微笑，成
了史颂民长久不变的习惯。

不少人问过史颂民，为什么愿意花
那么多时间去做志愿者？她总是淡然一
笑说：“如果你也看到那些孩子和家长
期待的眼睛，手术后拆下纱布那一张张
童真的笑脸，你可能就会跟我一样走这
条路。每次看到这些可爱的孩子，我都
想，只要还能拿得动手术刀，一定要再
多做些好事。”

“这些年帮助了不少人，也收获了
很多的感动。”史颂民说：“一场一个小
时的手术修补，带给他们的不仅是微
笑，更是自信。”

史颂民曾经遇到过一个蹲在医院门
口不肯走的 72 岁老人，由于年纪太

大，手术存在一定风险，他没有通过
筛选。

史颂民至今记忆犹新。她问老人的
儿子：“你们为什么不回去？”老人的儿
子回答说：“我爸爸觉得自己豁着嘴巴
来到这个世界，成了一辈子的遗憾，将
来不想再带着这个遗憾离开。”史颂民
内心一阵酸楚，决定帮助老人实现
愿望。

“老人有驼背，不能平躺，我们就
在手术台上面垫了两个枕头，让驼背跟
头平齐了。我就站在一个大脚凳上，把
这台手术成功完成。”史颂民回忆道。

史颂民脑海里还一直浮现着多年前
在西藏昌都义诊时的一个画面。

“姐姐听说微笑明天唇腭裂公益救
助行动来到了昌都，可以免费做唇腭裂
修复手术，就决定带着2岁的弟弟来求
医。”史颂民回忆道，由于姐弟俩居住
的村落偏远，交通工具匮乏，他们只能
用最原始的代步方式——骑马，三天三
夜，风尘仆仆。

令史颂民更震撼的是姐姐摘下口罩
的样子，“他们一家姐弟5个都是唇腭
裂患者，因为一匹马只能坐2个人，其
他孩子就这样错失了手术机会。”

2007 年，史颂民办理了提前退
休，放弃了收入可观的整形外科工作，
开始全身心投入到公益慈善事业。

30多年来，“微笑公益行动”项目
足迹已经走过了国内20多个省市自治
区。一次次成功的手术，迎来了一张张
重新绽放的笑脸。

这一切，都因为有约700名和史颂
民一样的医疗志愿者：整形医生、麻醉
医生、儿科医生、护士……因为同样的
爱心和情怀，他们聚在了一起。

“这也是我们这些年一个巨大的收
获，汇聚起一批有着相同目标的同行
者。”吴伟说：“每次活动后，都对医者仁
心有了更多的体会。”

一次微笑，改变一生

今年5月8日，是世界微笑日，也是
母亲节。

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吴伟收到了阿
燕发来的信息：一张她和家豪、震豪的近
期合照，照片中，母亲和孩子都笑容
灿烂。

每次收到这样的消息，吴伟总会笑着
和同伴们感叹，“年轻时的选择没错，他
们笑起来真好看！看到孩子们的人生有了
更多的可能，这感觉真好！”

“一次微笑，改变一生。人生，也本
该是你热爱的模样。”这是 《无尽的微
笑》中的一段话，书的作者是吴伟。

曾经一次机缘巧合，吴伟第一次走进
手术室，看到医生们穿针引线，麻醉缝
合，有条不紊……90分钟的手术让唇腭裂
患儿拥有了未来一生的幸福微笑，“当时
感觉特别震撼。”从那时起，吴伟的脑海
中不断闪现出白衣天使们在手术室忙碌的
身影，以及一张张被修复后灿烂的笑脸。

于是，吴伟做了人生至关重要的一次
选择——为唇腭裂的孩子们重拾笑容与自
信。那时，他自己也没想到，这件事情会
成了他一生的事业。

如今的吴伟，对于这份事业有了更多
的思考和规划。

“经过这么多年的实践经验，我们发
现，光靠一次次集中免费手术是不够的。
现在有了更多的精力和善款，我们还会关
注患者的言语康复、心理等方面的服务，
希望能做得更加专注和深入。”吴伟说。

这些年，他们还通过与当地医院合作
打造区域诊疗中心模式，让唇腭裂患者随
时前往定点医院接受免费手术。“为了留
下一支带不走的医疗团队，我们还资助了
一批合作医院中有潜力、有爱心的青年医
师前往国内知名医院进修，提高基层医院
的诊治水平。”

随着优生优育的观念越来越深入人
心，吴伟欣喜地看到，唇腭裂患儿的出生
率明显降低。为此，他还带领团队将“微
笑公益行动”项目迭代更新，从单纯的唇
腭裂修复，延伸到医疗、教育、扶贫等领
域的“百花齐放”。

“我们希望用一束束微光的力量去帮
助那些暂时需要帮助的群体。”吴伟笃定
地说：“不管未来有多少挑战，我都希望
和伙伴们一起，一如既往、脚踏实地地帮
助更多需要的人，把我们的公益项目越做
越好，将公益之路越走越开阔。”

““你笑起来真好看你笑起来真好看！！””
————77..55万张孩子笑脸背后的故事万张孩子笑脸背后的故事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郭帅郭帅

今年国庆节过后不久，在四
川自贡市荣县留守儿童基地内，
一群孩子正在老师的指导下，兴
致勃勃地画画。这里，正在举办

“我和我的祖国”绘画主题活
动，孩子们的周末，也由此多了
一分收获和乐趣。

荣县留守儿童基地成立于
2012年，创办人名叫黄勇，一
名曾经的残疾“孤儿”。

今年48岁的黄勇是土生土
长的荣县人，他先天肢残，不仅
双手手掌畸形，双腿也极不方
便。在他两岁的时候，父亲因病
去世，母亲另嫁。成了“孤儿”
的黄勇，靠着亲戚和邻居的百家
饭，踉踉跄跄长大成人。

不幸的人生，并未让黄勇自
暴自弃，反而激发了他发愤图强
的斗志，双手不能写字，就用嘴
含着笔一遍遍练习。就这样，他
以惊人的毅力和努力顺利完成了
高中学业，后来还学会了用脚操
作电脑。

成年自立后的黄勇，时刻没
有忘记自己吃百家饭长大的经
历，一想到童年的艰辛，黄勇总
想为孩子们多做点事。

2012年11月，在相关部门
的支持下，黄勇创办了荣县留守
儿童基地，将东街社区的会议室
作为留守儿童基地的活动室，每
到周末和节假日，活动室就会为
留守儿童开放。除了语文、数
学、英语外，基地还开办了美
术、书法、安全教育、心理教
育、法律教育等课程，不仅在主
要科目上为孩子们加油打气，还
大大丰富了他们的课余生活，提
升了他们的综合素质。

留守儿童基地成立后不久，
黄勇听说街上有一位来自雷波县
的老奶奶带着个五六岁的小男孩
小峰，来荣县投靠亲友未成，每
天靠捡废品度日。黄勇见到又黑
又脏的小峰，异常心疼，当即把
他领回家。因为没有户口无法入
学，黄勇专程到小峰老家跑了一
趟，了解清楚情况后一边跑民政

部门、学校，一边联络爱心人士，
四处奔波协调，终于将小峰送进了
学校。此后，每逢节假日，小峰都
在留守儿童基地度过。

因为小峰祖孙俩的户口在雷波
县，小峰上四年级时，黄勇又联系
雷波县义工联，将祖孙俩送回了雷
波，还帮老奶奶申请了低保，为小
峰申请了孤儿补贴。每隔两个月，
黄勇都要联系当地的义工，了解小
峰的学习与生活情况。如今小峰越
来越懂事，学习成绩也不错，黄勇
感到无比欣慰。

这些年来，类似的故事有许许
多多。留守儿童基地每年都要服务
200 多名孩子，小峰只是其中一
个。只要见到有类似情况的孩子，
黄勇都要想尽办法帮一把，在他心
里，“最看不得孩子受苦。”

2016年 4月，黄勇又创办了
“自贡市志信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成员由专业的义工组成，专门帮扶
犯罪不予起诉的未成年人。“拉他
们一把，也许以后会成为对社会有
用的人。”黄勇说。

2020年 7月，东街社区成立
“有事说事工作室”，作为负责人的
黄勇，至今已成功调解民间纠纷
50多起。

此外，他一有空就会跟着社区
工作人员下乡，到周边的几个村帮
助有需要的村民，并多方筹资10
万余元，为困境家庭发展养殖业，
购买生活必需品等。

“总之，黄勇就是闲不住，哪
怕走路极不方便，也阻碍不了他助
人的脚步，行善早已成了他的生活
方式。”身边的义工们评价说。而
他的无私付出，也为他赢得了“四
川省优秀志愿者”“中国好人”等
诸多荣誉。

如今，虽然肩上有了更多的担
子，黄勇还是把主要精力放在荣县
留守儿童基地上，基地每年的管理
费用，全靠他自己掏腰包。为了保
证基地正常运作，他经常拖着腿到
处筹款，“有我在，留守儿童基地就
会永远办下去。”黄勇坚定地说。

（建辉）

“中国好人”黄勇：

“最看不得孩子们受苦”

本报讯（记者 顾磊）为提
升更多学生的安全意识和自我保
护能力，中华慈善总会宇泽慈心
项目日前联合爱心机构面向北京
四海孔子书院开展“平安课暨
《安全教育》 绘本捐赠”活动。
活动中，授课教师为孩子们讲授
了《安全教育》绘本中的交通安
全、防溺水、防火灾等安全
常识。

宇泽慈心项目创始人安国俊表
示，期待安全教育普及到更多的孩
子，让更多的家庭和孩子受益。宇
泽慈心项目将继续通过开展平安出
行、急救知识培训以及提供医疗急
救与爱心救援等方式，着力提高公
众安全意识和急救能力，为孩子们
创造平安、绿色出行条件，为孩子
们的平安出行付出更多爱心和责
任心。

宇泽慈心捐赠《安全教育》绘本

本报讯（记者 李宁馨）天
津市日前出台《关于进一步规范
天津市生活困难表彰奖励获得者
帮扶有关工作的意见》，对生活
困难表彰奖励获得者帮扶政策进
一步完善。

记者了解到，每年3月1日
至4月 30日，为天津困难表彰
奖励获得者的帮扶申请时间。符
合帮扶条件的生活困难表彰奖励
获得者将获得帮扶。对于患重大
疾病，补贴金额最高不超过10
万元。对于因自然灾害、家庭成

员突发重大疾病、子女非义务教育
阶段就学（在职教育除外）以及遭
遇其他特殊困难，导致暂时出现生
活困难的，由户籍所在街道办事
处 （乡镇人民政府） 按照临时救
助政策及时给予救助，视情形发
放一次性临时救助金。对于符合
低保、低保边缘户家庭 （原低收
入家庭） 救助和特困人员救助供
养条件的帮扶对象，发放特殊困
难补助金，原则上每人每年不超
过 3万元。特殊困难补助金不计
入家庭收入。

天津：

生活困难表彰奖励获得者可申请帮扶
10月20日，宁夏中卫市中宁县解

除县域内临时静默管控措施，有序进入
常态化管理。整整一个月的时间，这座
仅有30余万人的小城，完成了一场史
无前例的疫情大考。这场大考中，中卫
市政协常委、华宝枸杞总经理王方舟交
出了一份有温度的答卷。

“抗疫的关键时刻，县里各类防护
物资消耗量倍增，急需补充医疗物
资。”王方舟第一时间调动各方资源，
紧急驰援抗疫前线。9月 27日，一辆
满载防疫物资的车辆，翻越重重山峦，
从陕西西安全力开往中宁县，历经近8
小时，驰援600多公里，送去一批总价
值44万余元的医疗物资。

“医护人员、志愿者奋战在抗疫一
线，我也希望能为家乡尽些绵薄之
力。”王方舟说，他相信，守望相助的
力量终会战胜疫情，也会给战疫中的平
凡英雄带去温暖。

此次疫情捐赠，并不是王方舟的第
一次慈善之举。从青少年成长、乡村教
育、老龄关怀到科技扶贫，平日里，王
方舟坚持引导和鼓励同事们的每一份善
意的传播，让善行不断裂变，让爱心延
续下去。“勿以善小而不为，重要的是
每个人都在传递着正能量。”王方舟说。

如今，心怀仁爱之心，坚持做公
益，已然成为王方舟恪守的人生态度。

“是父亲王宇多年的言传身教让自己一
步步走到了现在。”他告诉记者。

“我记得我很小的时候，父亲刚刚
小有成就，就在计划如何帮助更多有
需要的人。”1998年，王方舟的父亲
就开始了自己的公益探索之路，“方舟
集团助学金”是一系列公益计划的项
目之一，通过资助有需要的员工子
女，让他们不因学费与自己的大学梦
失之交臂。

“父亲曾说过，希望每个孩子都能
尽情地追逐自己的梦想，在最应该努力
的年纪，只要他们愿意勇敢前行，他就
愿意在看不见的地方，替他们遮风挡
雨。”王方舟说。

如今，“方舟集团助学金”已经施
行20余年，受资助的员工达上百人。

“我留学回来后，子承父业，也坚定地

延续了父亲的这份爱心，资助了很多公
司之外的困境家庭子女，希望能把温暖
传递给更多需要的人。”王方舟说。

“行胜于言，父亲用自己的实际行
动为我做了榜样。”王方舟始终记得父
亲曾说过这样一句话：“走得再远也不
能忘了我们的初心。做慈善，这既是社
会责任也是我们做人的本分。”

这些年，王方舟在全力发展企业的
同时，从未忘记父亲的谆谆教诲，带领
员工在公益路上留下无数个暖心的印
记：先后到访敬老院、社区，看望抗战
老兵，为孤单的老人送去关爱和陪伴；
深入特殊教育机构做义工，用微薄之力
温暖自闭症、脑瘫等特殊儿童，帮助他
们更顺利地融入社会，让长大不再“孤
单”；在灾害、疫情发生的第一时间，
联系筹措物资，送往第一线……温暖，
在每一份守望相助中传递；希望，在每
一份雪中送炭的驰援中延展。

“只要时间容许，我都会积极去做
义工，看着孩子和老人开怀大笑，自己
也觉得很幸福。这种幸福简单纯粹，心
灵也常常受到洗礼。”这些年，在留守
儿童口中，王方舟成了讲故事很厉害的
大哥哥；在孤独老人眼里，他是脏活累
活都不怕的热心小伙；疫情当下，他又
成了亲自运输抗疫物资的司机师傅。

“只要是干好事，不拘泥于形式，让我
干 啥 都 成 。” 王 方 舟 笑 着 说 。
慢慢地，他将公益慈善细化为每一天都

可做的善行小事，引导和鼓励员工们积极
投身参与志愿服务等公益慈善事业。

作为中卫市政协常委，除了集团自身
发展，王方舟也在时时思考如何做才能让
更多的人受益。王方舟从事的是枸杞精深
加工行业，他把目光聚焦在产业链底端的
种植户。

3年前，王方舟力排众议，决定坚持
用高于市场价格的保护价来收购农户的新
鲜枸杞，这样农户每亩地就可以增收三千
到四千元的收入。“和同行相比，我们的
原料成本一吨要多出三千元左右。但父亲
很支持我的决定。”

“我们干的就是涉农产业，这些年赶
上了好时代，好的政策一个接一个，但我
们不能忘本，种枸杞的老百姓有没有挣到
钱，有没有尝到产业发展的甜头，这点至
关重要。”王方舟说。

与此同时，在日常招聘时，他总会有
意识地吸收更多本地家庭困难人群就业。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给他们一个机
会学习一门技术，用自己的劳动改善生活
条件，我觉得这可能是最好的方式！”

截至2020年底，王方舟所在的企业
累计带动中宁县 132户 284人实现脱贫
增收。

“希望能为更多困境家庭再多做些事
情。”这位年轻的“90后”政协常委总会
笑着说：“我相信我们能做的不止于此，
只要用心，就能帮助更多的人。”

“一步步走到今天，我愈发地坚定一
个信念，那就是无论做企业还是做公
益，都要脚踏实地，不忘初心。”王方
舟相信，微光闪亮的每个瞬间，都蕴含
着温暖与力量，“希望将来能和更多爱
心人士携手，让点滴善意奔赴山海、跨
越时空，汇聚成一束光，照亮更多人前
行的路。”

王方舟：让善意汇聚成光
本报记者 郭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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