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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塑料袋装着赵永久一家三口的善举
本报记者 李 波

感动

这是沈阳一个普通的三口之家，因为父亲
赵永久拥有一颗感恩的心，全家人多年来一直
以绵薄之力回报社会——资助贫困学生，支持

社会公益活动。因为并不富裕，全家人倾尽全力坚守着
这份善举，至今已超过30年。其间，女儿曾因为父亲对
别人的孩子更好而哭闹过，妻子也曾因为丈夫捐出生活
费而提出过离婚。但在吵过闹过后，一家人却共同踏上
了公益之路。

两年前，有一组老师给学
生补鞋的照片，在微信朋友圈
里疯转。照片上，一名女教师
蹲 在 地 上 缝 补 一 只 粉 色 的 凉
鞋，旁边坐着一个小女孩，正背
过身去抹眼泪。

有记者到事发地——一所
多半学生是留守儿童的寄宿制学
校，还原了当天发生的事：早晨跑
操，一个女孩的凉鞋被身后的同
学踩坏，她停下脚步哭了起来。
班主任老师郭雪梅看到后，找来
针线蹲在地上缝鞋。她说：“12
岁大的孩子，我也抱不动，就想着
先补补穿着，别耽误她上课。”

老师眼中的一件小事，在朋
友圈却掀起滔天巨浪。人们在
照片上看到了一个无助的孩子
被善待，看到了一种不经修饰的
师道光芒。让阳光照射在每个
孩子的脸上，温暖每一颗幼小的
心灵，这就是人们心目中老师的
样子，也是人们心目中生活的样
子，缝鞋的针线触碰到了人们心
中最柔软的地方。

赵永久曾是一个无助的孩
子。父亲因工伤去世，母亲一时
接受不了，精神出了问题，那一
年他 15 岁。那时，家里暖气坏
了，爸爸单位的叔叔来给修；妈
妈发病把玻璃砸了，还是爸爸单
位的叔叔过来给安上。赵永久
说自己是吃百家饭长大的，今天
到这个邻居家吃一顿，明天那个
邻居又给端来一碗。

人在无助时，举手之劳的相
助，就会改变一个人的命运。在
纺织器材厂家属院里度过的童
年，让赵永久决定做一个能够帮
助别人的人。参加工作之后，他
在 8 年时间里，默默照顾家属院
里的 6 名孤寡老人和残疾人，拿
自家的生活费去资助贫困大学
生，甚至在读报或看电视时都要
寻找急需帮助的人。在他看来，
帮助别人没有准入证，不需要占
据制高点，更无关职业身份。

从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开
始，逐渐升级到倾尽全力做一些
雪中送炭的事，在超过30年的时
间里，赵永久捐出无数个 50 元、
100元，持续传递善意，推动社会
变得更加美好。

30多年时间，赵永久带动了
很多人，也感动了很多人，还有很
多人默默地站在他身后支持他，
关注他的冷暖。如今的赵永久
家，就像一个传递爱心的中转站，
赵永久负责帮助那些遇到困难的
人，也有一些人负责帮助赵永久，
尽可能地让他生活得更好一些。

1月 24日，感动沈阳十大人
物颁奖现场，当导播直接将镜头
切换到赵永久家时，感动沈阳组
委会正将一台冰箱运到，圆了妻
子和女儿的冰箱梦，赵永久连声
说谢谢，不过，他的声音很快被
掌声淹没了。

在 2018 感动中国候选人
物名单中，有一位来自沈阳的
保洁员。他的事迹曾作为阅
读材料出现在中学的试卷中：

“赵永久是一名下岗工人，过
着平凡且有些艰苦的生活。
但正是这个普通得不能再普
通的沈阳人，30年间，每月拿
出收入的 1/3做慈善，累计资
助37名贫困学子。”

1月15日中午，记者在沈
阳北站南广场见到58岁的赵
永久时，他正在寒风中排队等

候开往城郊的公交车。当天
上午，他和妻子杨萍到医院给
一个严重烧伤的男孩捐助了
200 元医疗费，回家时要在沈
阳北站换乘另一趟公交车，再
坐一个半小时才能到家。

把钱捐给别人，自己却为
了节省车费在寒风中发抖。
对此，赵永久的解释是：“我一
直都坐公交车，也没想过打车
啊。”妻子杨萍补充道：“打车
太贵了，两元钱就能到家的
事，打车得好几十元。”

赵永久的家在沈阳市大东区
惠民家园。这是一个专门为城镇
中等偏下收入且住房困难家庭建
设的公租房小区。居住在这里的
家庭，每月人均可支配收入低于
2600元。

曾住过平房，甚至还在农村
租过房子，如今住进带电梯的公
租房，赵永久非常知足。“两室一
厅的房子，连床和大衣柜都给准
备好了，一个月房租只有 400 多
元。”赵永久告诉记者。

把记者领进家门后，赵永久
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南卧室的
床头柜。可能因为太过用力，往外
拿东西时，两个柜门同时脱落。担
心记者误会是公租房的质量有问
题，赵永久急忙解释：“这个柜子是
我从工地捡回来的，里面放的都是
贵重东西，很少打开。”

赵永久所说的贵重东西是 3
个塑料袋，一个装着与他有关的
报纸，一个装着捐赠收据，一个装
着荣誉证书。妻子杨萍把3个袋
子打开，这个家在过去30多年里
获得的荣誉证书铺了一床。

赵永久找出一张 1995 年的
报纸，向记者讲起他女儿 8 岁时
和他的一次冲突。

在那年召开的沈阳市跨世纪
青年群英会上，34岁的沈阳纺织器
材厂工人赵永久被评为青年志愿

者标兵。颁奖过后，赵永久8年时
间默默照顾左邻右舍6名孤寡老
人和残疾人的事迹也见诸报端。
在报道中赵永久说：“谁能没有难
处呢？我看到了，能帮就帮一把！”

但是在那年夏天，他却在帮
助一个家庭困难的小女孩时惹怒
了女儿。8 岁的女儿赵文珠发
现，爸爸给那个陌生的小女孩买
了一个雪糕，却没给自己买。她
哭着回到家，找出爸爸引以为荣
的那张报纸，一边用笔划烂“赵永
久”三个字，一边反问爸爸：“对别
人比对自己的女儿都好，你算什
么好人！”

1998 年，到处做好事的赵永
久惹了一个更大的祸，因为他拿
自家的生活费去帮助别人，妻子
杨萍愤怒地提出离婚。时隔 21
年，再回想当时的场景，杨萍说：

“那一年我刚刚买断工龄，其实就
是下岗了，对以后的家庭生活非
常担忧，特别希望手里能有点儿
钱，可是我攒一点儿，他就花一点
儿，我实在受不了了。”

在岳父的劝解下，两个人没
离成婚。赵永久说：“我岳父比较
支持我，觉得我做的是一件有意
义的事，我俩的单位开不出工资
时，他就悄悄地给我媳妇儿拿点
儿钱，我可能算是最早一批啃老
族吧。”

8岁女儿不理解父亲而划烂报纸

虽然在岳父的劝解下夫妻俩和
好，但赵永久心里总有些不踏实，他想
让妻子知道，他把那些钱花到哪儿了。

一天，赵永久带着妻子来到沈阳一
所高校食堂，见到了一名午餐只有馒
头、咸菜、白开水的大学生。当杨萍亲
眼看见丈夫每月拿出50元钱资助的大
学生时，心中的怒火瞬间消失了。从此
之后，她便成为丈夫最坚定的支持者，
时常邀请这名大学生到家里吃饭，有时
还准备一罐肉酱让他带回学校。

2004年8月，沈阳一家报社在报纸
上发表了一篇寻找恩人赵永久的文章。
一名赵永久资助过的大学生，毕业6年
后，想当面谢谢那个雪中送炭的赵叔叔。

当时赵永久虽然还是沈阳纺织器
材厂的门卫，但他的家已经搬到于洪
区杨士乡。重逢那天，在他们租住的平
房里，这名大学生与赵永久一家人聊到
凌晨。离开时，她留下500元钱，说希望
天下所有好人都有好报，“我虽没有涌
泉以报恩，但是我能拿出一杯水。”

拒绝不了这 500 元钱，赵永久就
又拿出500元，一起捐了出去。

那年冬天，赵永久在去康平北四
家子中心小学参加公益活动时，带上
了17岁的女儿赵文珠。赵文珠至今清
楚地记得那天发生的事情，“向贫困学
生献爱心活动结束后，校长突然找到
我爸，说有一个孩子本不在这次资助

名单里，但是他家前一天刚刚失火。”
赵文珠跟着父亲来到失火现场，

看着过火的房屋和站在寒风中瑟瑟发
抖的爷孙俩，她用手捅爸爸，小声央求
爸爸帮帮这个比自己还小的孩子。“当
时我爸翻遍全身就剩下 100 多元钱，
看到这家太可怜了，我爸干脆把穿在
身上的大衣脱下来，把戴在头上的帽
子摘下来，全都给了那个老爷爷。”

从此之后，赵文珠也跟父亲一起
踏上了公益之路，父亲捐钱，她就捐
书。几年时间，她先后到过葫芦岛南
票区、锦州义县、铁岭昌图县、沈阳法
库县、阜新蒙古族自治县、清原满族自
治县，一共捐出了300多本新书。

大学生毕业6年后通过媒体寻找恩人

在赵永久保留的捐赠收据和汇款
单中，有捐给青海玉树地震灾区的，有
捐给希望工程的，有捐给市区慈善总会
的，还有随媒体参加公益活动的，金额
以50元、100元、200元居多，数额稍大
的是几张希望工程结对救助卡，上面都
是400元。有很多捐赠和资助没能留
下记录，甚至赵永久自己都记不全了。
有时候，他会在某个场景下突然想起自
己做过的一些事，也会因为一个短信勾
起他对某个孩子的记忆。

最近几年，赵文珠开始记账，哪天在
哪儿给谁捐了多少钱，都一一记录。翻
开账本后记者发现，就是这样50元、100
元地捐，次数多了也是一个惊人的数
字。辽宁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3次700

元、沈阳市教育基金会50元、沈阳市慈
善总会12次1410元、赈灾捐款2次100
元……每翻开一页，加一加就是几千元。

在这个账本上，支出项里的每个
数字都充满了善意，当这些数字堆积
在一起时，善意就汇聚成了大爱，瘦小
的赵永久也变得高大起来。

为了呵护这份善良，很多人都在
默默地支持赵永久。于是，赵文珠的
账本上就多了一个收入项：2017 年 8
月 25 日，爱心人士唐女士来我家，留
下慰问金 1000 元；9 月 11 日，商业城
代总送来5袋大米；2018年2月11日，
沈阳市委宣传部送来两盒鸡蛋、两桶
豆油、一袋面粉、一盒牛奶和慰问金
1000元；2月12日，沈阳市大东区津桥

街道办事处奖励100元……
对于这些来自陌生人的支持，赵

永久非常感动。他给记者讲了几年前
在中街做保洁时遇到的一件事。有一
个网站来采访他，说要用一组照片讲
述他资助贫困学生的事。几天后，一
位看了网站报道的女士专门到中街找
到他，说很高兴跟赵永久生活在同一
座城市，然后就拿出1000元钱塞给赵
永久，连名字都没留就走了。

2018年，赵永久三次生病住院，每
次都有人到医院看望或到家里送东
西，甚至过冬的棉衣棉裤都给他准备
了。“很多人来了，放下东西就走，连名
字都不留。那些素不相识的人，让我
们全家感到很温暖。”赵永久说。

账本里的每个数字都充满善意

赵永久一家30多年里获得的荣誉证书铺了一床。 万 重 摄

赵永久与妻女一起翻看曾报道过他照顾孤寡老人和残疾人事迹的报纸。 万 重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