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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8日早上六点，马子彦被爷爷叫起了床，他

用水抹了一把脸，快速穿好衣服，匆匆跟着家人来到

离租住地不远的山东省立医院。这一天，这个九岁的

小男子汉，要给父亲捐献造血干细胞。

上午九点左右，当针头扎进马子

彦的小胳膊时，他疼得忍不住皱起了

眉头，但是依然咬着牙没有喊疼。中

午 12 点左右，采集终于顺利结束，马

子彦感到自己的胳膊微微发麻。不过

想到爸爸或许不久就能康复，他又很

开心。

今年 32 岁的马秋收是邹平市码

头镇人，是三个孩子的父亲，马子彦是他的大儿子。

早在今年6月初，马秋收就出现了腰疼的症状。“当时

以为是过度劳累就没在意，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疼

痛感越来越强烈！”7月中旬，马秋收住进了山东省立

医院血液科病房，经过进一步检查，被确诊为急性淋

巴细胞性白血病。

马秋收没有兄弟姐妹，家人只能让年仅9岁的孩

子来做配型。当听说自己捐献能救爸爸时，马子彦毫

不犹豫挺身而出。

马秋收一开始并不同意儿子捐献。“孩子年龄太

小了，小胳膊那么细，怎么能承受得了呀？”但是拗不

过孩子的坚持，他最终忍着心疼答应了。因为体重不

达标无法进行捐献，马子彦从配型成功

后就给自己布置了任务，那就是每天拼

命吃饭增重，好早点救爸爸。

一天吃五顿，吃到撑得实在吃不下

为止，马子彦每吃下去一口饭，他就想

着自己离捐献的那一天或许不远了。

“吃不下的时候，就歇一会儿再接着

吃。”看到体重秤上一点点增加的数字，

马子彦就觉得自己离救爸爸更近了一

点。后来，马子彦的体重终于增加到35公斤，医生说

他可以给父亲捐献了。

不久前，马秋收进了无菌舱，马子彦悄悄地跟爸

爸说，“我爱你，祝你身体早日康复。”

11月28日，马子彦捐献出的造血干细胞已经成

功输入了马秋收的体内，因为一次采集用量不够，第

二天他还要继续进行采集。

“爸爸马上就能好起来了!”马子彦开心地说。

（新华社）

9 岁男孩为父捐造血干细胞

11月27日， 在辽宁鞍山，69岁的王阿姨独自一

人来到一家小饭店，点了两个菜，摆上自己带来的一

个小生日蛋糕给自己庆生。

这是一个孤单的生日，王阿姨想起在外地工作的

儿子，去世多年的丈夫，不禁想给儿子拍个视频，希望

下个生日有儿子陪。“这是妈妈六打头的最后一个生

日，妈妈多希望你能和我一起过生日啊……”

这催泪的一幕，让饭店服务员落泪，也打动了坐在

王阿姨，斜对桌吃饭的一位小伙子。小伙偷偷帮阿姨

买了单， 临走前还走到王阿姨身边，送上生日祝福，

“阿姨，祝您生日快乐，身体健康。”之后很快走出店门。

等王阿姨反应过来，追到门口，小伙子已经走

远了。

王阿姨激动地说，“本来，我以为这是我人生中

一个悲伤的生日，可是饭店的老板，服务员和一个

吃饭的陌生小伙子，给了我最难忘的一个惊喜。”虽

然这顿饭只有 30 多元钱，但王阿姨觉得比吃了山

珍海味都高兴。“儿子不能陪我过生日，一个非亲非

故的小伙子却给了我这样的温暖。”王阿姨非常希

望能找到这个小伙子，当面感谢她为一位空巢老人

带来的冬日温暖与感动。

网友看后纷纷泪目：“总有人偷偷爱着你”“要是

我我也会帮阿姨付”

“人间处处有真情”“祝

阿姨身体健康，好好对

自己”。 （北青网）

69岁阿姨自己一个人过生日 陌生小伙一个举动暖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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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长沙市长沙县安沙镇鼎功

桥村 83 岁的蒋爹经历了老年丧子之

痛，儿子的26位同学商量后，决定每月

众筹爱心款，赡养老人家，替已故同窗

尽孝。这一善举传开后，当地人交口称

赞。同学杨健今日在接受记者采访时

说，同学们想让老人知道，虽然他失去

了一个儿子，但还有26个“儿女”在照

顾他。

蒋爹的儿子叫蒋忠。两年前，蒋忠

的左脚跟长了一颗“黑痣”，他没有太在

意，后来“黑痣”渐渐长到菜花那么大，

疼痒无比。2018年3月8日，蒋忠被医

院确诊患了黑色素瘤，俗称“癌中之

王”。

住院后，治疗费用高昂，让蒋忠一

家不堪重负。蒋忠的父亲蒋爹患有阿

尔茨海默病，母亲中风偏瘫多年，妻子

要照顾二老和10岁的儿子，只能打点

短工。同村的初中同学周大伟知晓了

蒋忠的情况，编写信息发在“鼎功桥中

学91届同学会”微信群。同学们非常

关心，多次组织募捐，前后捐了六七万

元。同学杨健所在的渡船头公益组织

主动负担起蒋忠儿子的读书费用。

同学们多次去医院看望、慰问蒋

忠。今年7月2日，李迎、周大伟等6位

同学去长沙市第八医院看望蒋忠。聊天

中得知蒋忠最放心不下的是年老多病的

双亲时，李迎在病床前对他承诺：“你放

心，我们会帮你赡养父母，替

你尽孝。”两天后，蒋忠病逝，

同学们帮忙料理了后事。

赡养蒋忠父母的事被提

上日程。李迎、周大伟、杨健

等同学商量后，决定采取一种“细水长流”的资助方式。他们

发起倡议，召集26位同学，从今年10月起，每人每月众筹77

元，合计2000元生活费送给老人，并不定期去看望老人，做

些力所能及的事。李迎说：“因为蒋忠父母年纪大了，我们先

按照每月2000元生活费的标准制定了一个五年计划。”今年

10月、11月两个月的生活费已如期交到蒋爹的手上。

同学众筹赡养已故同学的父母，这件事在当地被传

为美谈，村民们说：“同学关系能走到这一步，真的难能

可贵。” （长沙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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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车司机刘师傅称，他的车辆在

湖南衡阳一高速故障后，高速救援人

员表示其货物需要吊装，吊机老板赶

到现场后让刘师傅签个协议，“签字就

8万，不签字就20万”。之后，刘师傅的

车被修好，吊机没有作业，而吊机师傅

向刘师傅索要5.9万元，“说他们在这

边等了20个小时”。11月30日，湖南

高速集团通报称，3名路政人员被停职

调查。

近日，有网友曝光衡阳境内发生

一起高速公路施救强迫服务“天价”收

费事件。湖南省高速公路集团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集团公司”）第一时间成

立调查组，赴事发地开展调查。

11月29日，集团公司党委在听取

调查组初步调查情况后，责成集团公司

湘潭管理处从严从快处置。当日，湘潭

管理处对该事件负有监管责任

的蒸湘路政大队3名路政人员

采取停职措施，进行专项调查。

相关调查工作正在进行

中。查处结果将第一时间向社

会公布。 （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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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姹紫嫣红开遍，似这般都付与断井颓垣……”在

位于古镇千灯的“小昆班”练功房，时常传出略显稚嫩而又

柔美旖旎的昆曲唱腔。头发花白的徐

允同穿梭在孩子们中间，一字一句地教

唱，一个动作一个动作地指点，和孩子

们一同如痴如醉地沉浸在昆曲这一“百

戏之祖”的艺术魅力中，完全忘了自己

已是古稀之年。

2004 年，江苏省昆山市千灯中心

校成立“小昆班”，邀请退休的音乐老

师徐允同负责昆曲的日常教学。面对筹建任务，对传统

文化心怀敬意的徐允同没有望而却步。“虽然我不懂，但

是我可以学。”她知难而上，在60岁颐养天年的时候，开

始自学昆曲。

她辗转上海、苏州等地，拜访专业的

昆曲老师，求得老师的原唱录音。回家

后，一遍遍地听，写下曲谱；又一遍遍地

听，跟着发音学习唱法。她还买来专业的

书籍进行研究，反复进行发声练习，“逼”

着自己练就专业吐气、发声。

每个周末，苏州昆曲团的老师们来给“小昆班”做专业

辅导，徐允同也十分珍惜这样的机会。她

既当学生又当老师，和孩子们一起学习，从

未落下一节课。她自费购买摄像机，把老

师授课的内容全程拍摄下来，课后自己反

反复复地回放学习，仔细揣摩领会老师的

每一句唱腔、每一个动作，等自己完全唱熟

了，才把领悟学习到的要领，一点一点教给

孩子们。直到孩子们心领神会，烂熟于心。

如今，“小昆班”十六岁了，它就像是徐允同精心培

育的孩子。而在徐允同的眼里，“小昆班”的学生就是

她自己的孩子。

16年来，徐允同的辛勤付出也有了回报。截至目前，她

教的“小昆班”学员已不下百人，共培育出25朵昆曲“小梅

花”。孩子们在各种比赛中总能脱颖而出，多次摘得全国少

儿戏曲的最高奖——“小梅花”奖；还有孩子考入上戏等高

等学府继续深造，学习昆曲。徐允同欣慰地看到自己传承

昆曲的梦想正在实现。 （中国文明网）

昆曲奶奶”16年培育出25朵昆曲“小梅花”

失信 败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