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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城找不到工作找王姐，孩子没人带找王
姐，夫妻吵架要人评理找王姐，办理居住证找王
姐……“有事儿找王姐”，已成为沈阳众多农民

工兄弟的口头禅。“王姐”是谁？她是沈阳市和平区浑河
湾地区农民工党支部书记、沈阳鲁园农民工工会家政服
务分会主席、阿楞家政服务有限公司主任王义华。多年
来，她一直从事家政、农民工和“儿童之家”服务工作。今
年，王义华家庭获得全国“最美家庭”荣誉称号。

5时，起床、做饭、洗衣服、打
扫卫生。

7 时，赶到社区，擦黑板、拖
地、整理桌椅板凳。

8时，到一居民家里洗衣服、
擦地、打扫卫生。

10时，赶到一对老夫妇家里
做午饭。

12 时 30 分，在社区为孩子
们送午饭、陪孩子们玩。

14时，为农民工讲解家政服
务基本知识。

20时30分，回到家中。
……
王义华掰着手指头对记者

说着她的“日程表”，早上5点起
床，晚上八九点钟才能回到家。
20多年来，王义华的奔忙感动了
无数农民工兄弟，但却在很长一
段时间没有得到家人的理解，特
别是女儿。

“小女儿小时候有时会埋怨我
说，‘自己是亲生的，还是别人是亲
生的，怎么整天顾着别人家的事不
管我？’那时候我心里真不是滋味。”
王义华说，“我对女儿们说，你们受
委屈了可以和爸爸妈妈说，可是很
多孩子的爸爸妈妈并不在身边，他
们一样需要关心。”

“其实真的很惭愧，这些年得
到的荣誉不少，但对自己孩子的
关心真的不够。”王义华眼里有些
湿润，“大女儿小学一二年级就陪
着我卖菜，小女儿还被查出患有先
天性心脏病……不过，她们现在长
大了，慢慢地理解了我。”

王义华指着照片里的一家
人对记者说：“王合生虽然不善言
辞，但在行动上一直支持我，是一
个可以依靠的男子汉。大女儿今
年27岁，毕业后自修了舞蹈，考
取了舞蹈教师资格，现在也成了
我这里的志愿者，教农民工子女
跳舞。小女儿说以后也要加入志
愿者队伍，我们要把这份无私的
爱传递下去。”

其实，这份爱不仅在王义华
家庭中传递着，也在更广阔的范
围内复制着。每到双休日、寒暑
假，都有三四个志愿者来到“儿童
之家”，免费为这里的孩子们补
课，有的已坚持了三四年。

这些年来，除了为农民工服
务，王义华每年儿童节还为农民工
子女举办一场儿童联欢晚会，每年
春节前为农民工举办一场春节联
欢晚会。每到过年时，王义华都会
把没回老家的农民工朋友请到家
里过年，叙乡情、庆佳节。

王义华说：“我觉得我获得的
‘最美家庭’这个荣誉和很多小家
庭的不一样，因为这是属于我们这
个大家庭每一个人的荣誉，而这个
大家庭也在不断地成长、壮大，随
着爱的传递，这份荣誉的覆盖面也
会越来越大。”

对于自己的事业和未来，王义
华说：“人来到这个世间，不要总想
着获得了什么，而要想着为别人做
了些什么。能帮助需要帮助的人，
那也是一种福分。”

“如何与孩子更好地沟通，做一
名合格的家长？快来‘家’里听讲
座！”“喜欢跳舞的孩子，本周舞蹈班
开课了。”在王义华的微信朋友圈里，
经常发布这样一些“公益广告”，许许
多多忙碌在城市各个角落的农民工
朋友在网上关注着这些信息，也关注
着这位大姐。

王义华是沈阳市和平区浑河湾

地区农民工党支部书记、沈阳鲁园
农民工工会家政服务分会主席、阿
楞家政服务有限公司主任。她的
手机号码早已成为农民工朋友的
咨询热线，哪里有需要帮助的人，
哪里就有王义华的身影。大家都
说，“每天为农民工的事情奔走在
沈城的大街小巷，她就是咱农民工
的知心大姐。”

知心大姐为农民工兄弟撑起一个“家”
本报记者 陶 阳

在大家的帮助下，凭着敢拼、不
服输的劲头，王义华不仅在沈阳站
稳了脚跟，还帮弟弟妹妹在沈阳安
了家。生活好了，感恩的想法也越
来越强烈。

“许许多多的打工者都向往城
市生活，而他们到了陌生的地方，人
生地不熟，很难找到一份合适的工
作。”王义华说。她决定从为农民工
找工作做起。为了帮更多农民工找
到适合的工作，王义华不断收集各
方的用工信息，常常为了找一个工
作安置单位，骑着电动车，提前去了
解情况。

“小时候父亲告诉我，做人做
事不用锦上添花，而要雪中送炭。
你给一个不饿的人一只鸡，人家可
能不稀罕，但是给饥饿的人一个鸡
蛋，他一定会十分感激你。”带着这

个想法，多年来，王义华累计帮助
的农民工有上千人，还经常利用自
己的好人缘和人脉，帮农民工租房
子、找工作，解决他们生活中遇到
的各种难题。

农民工群体文化低、技能差，
就业比较困难，她就主动联系市、
区工会及妇联、职工大学和社会爱
心志愿者等，积极为农民工提供免
费技能培训、免费安置就业等方面
的服务。而对农民工群体法律维
权意识淡薄、工资被拖欠等情况，
王义华和朋友们积极联系各级主
管部门，为农民工设讲堂、办培训、
开展法律讲座，提高农民工的法律
意识和技能。

2008年，王义华组织成立了浑
河湾地区农民工工会委员会，并成
立了农民工党支部，将该地区万余

名农民工组织起来，同时成立了沈
阳市新市民家庭服务中心，至今已
为1200多名农民工找到工作。

时间长了，王义华的电话被很
多打工者熟记。“有时候两口子大半
夜吵架，也给我打电话让我评评
理。还有人觉得我告诉别人免费学
习的机会是骗人的，特意来电话问
是真是假。”王义华说，“怎么说人家
也是信任咱，不管多晚，我都会耐心
解答。我觉得有防范意识是好事，
总比真的被别人骗了好吧……”

凭着这样的好人缘好心态，王
义华帮助了无数个农民工家庭，还
被评为沈阳市特等劳动模范，她说：

“我就是个打工妹，政府给了我这么
多荣誉，我会尽我所能继续帮助更
多的农民工兄弟，让他们早日融入
沈阳这个大家庭。”

帮1200多名农民工找到工作

“我是两个孩子的妈妈，所以特
别理解女人有急事时，有人帮你带
会儿孩子的感觉。我经常看到农民
工孩子没人管，在院子里乱跑，胳膊
腿经常受伤……”王义华说。

对于这个农民工群体的每一
名成员及家庭情况，王义华可谓是
如数家珍。她为这个偌大的“家”
细心操劳，为很多农民工送去了光
明和温暖。

为解除农民工对于子女培育方
面的忧虑，王义华创办了新市民打
工子女托管班，并联系沈阳大学、

“声工厂”爱心社、沈阳市文化宫和
沈阳理工大学的社会志愿者，为农
民工子女提供学习、生活和心理方
面的指导帮助与艺术培养。

最开始，托管班就开在王义华
家的小屋里，条件不太好。有一次，
一名大学生志愿者在那里为几个孩
子教英语口语，三天后见到王义华
时她哭了起来。“当时我还纳闷，是
因为条件太差，还是因为孩子太调
皮？结果都不是，志愿者说真没法
教啊，孩子们的英语基础实在太差
了。”王义华说。

从那以后，王义华更加坚定了
为农民工子女创造一个更好学习条
件的决心。在沈阳市妇联和慈善基
金会、街道的帮助支持下，2016 年6
月，社会爱心人士专门为留守流动
儿童建立了“儿童之家”活动室，捐
赠了大量的课外读物，政府还给活
动室安上了空调。

孩子们真的太喜欢舒服又漂亮
的“儿童之家”了。炎炎夏日，不仅
孩子们愿意来这儿不想回家，就连
来接孩子的家长也愿意提前来这儿
多待一会儿，跟王义华聊聊天。在

“儿童之家”里，孩子和家长们非常
珍惜这里的环境，每次临走时都细
心地关好门窗、检查水电。

“每个双休日我都把孩子送到王
大姐这儿，送她这儿我放心啊。我们
有时候中午回不来，大姐还给孩子们
做饭吃，照顾得特别周到。”家长刘红
霞说。刘红霞和丈夫来沈打工十多
年了，孩子一直跟随他们，王义华给
了这些农民工子女一个“家”。

女孩儿小丽告诉记者，“在‘儿
童之家’我们不仅能学到各种知识
和才艺，还能感受到人与人之间的

真诚关爱，这里就是我们的家。”
“他们从最初的内向自卑变得活

泼开朗，看着他们发自内心的笑容，
我心里非常满足，也希望他们能把快
乐传递给更多的人。”王义华说。

在王义华的影响下，“儿童之
家”成立不到半年，就有好几十个多
才多艺的志愿者来到这里，大家给
孩子们开设了各式各样的兴趣班，
不仅让这些农民工子女有了和其他
小朋友一比高下的本领，更有几个
孩子夺得了全国、省、市、区和学校
等级别的大奖。

“儿童之家”解除了农民工培养子女的后顾之忧

全国“最美家庭”王义华（右一）家庭一家四口。（本文照片由采访对象提供）

“儿童之家”组织的亲子阅读活动进一步加深了孩子与父母的感情。

王义华出生在四川省的一个小
山村里。那里风景虽好，但几十年前
靠种地仅能勉强糊口。王义华刚成
年，她的父母先后因病去世，作为家
里的老大，兄弟姐妹四人的生活费，
让这个大山里的孩子早早成熟起来，
用稚嫩的肩膀扛起家庭的重担，顽强
地向命运进行着抗争。

“爸爸虽然读书不多，但是在村里
也算是能人，帮大家写信、修路、装电
灯，特别热心，而且一分钱都不要。他
常说，人家能求到你，是对你的信任，
一定不要辜负。”王义华说。在最艰难
的那段日子，父亲的话对王义华产生
了巨大影响。从走出大山到自己做生
意，再到有能力去帮助别人，王义华的
人生经历了太多的心酸与感动。

1992年，刚来到沈阳的时候，王
义华因为不会说普通话又没有社会
经验，很难融入这座城市，但个性坚
强的她选择了留下，“以前在山里放

蚕，因为肯吃苦，数我的蚕茧最白、价
格最高，我相信靠着吃苦拼搏，一定
能在沈阳闯出一片天地。”

在菜市场摆地摊，不管多冷的天，
王义华都坚持到最后一个收摊。那些
年里，她每天晚上10点多才能到家，第
二天早上2点多又要起来去上菜。“卖
过菜、崩过爆米花、打过零工，什么活儿
我都干过，虽然累，但从没想过放弃。”
王义华说，“我做买卖从不缺斤少两，很
多人都愿意到我的摊子上买菜。”

在打工过程中，王义华结识了同
在市场卖菜的山东打工者王合生，
两人结了婚，并有了两个女儿。“当
时我俩凌晨起来去上菜，孩子就交
给邻居照看，孩子穿的衣服也都是
邻居们的孩子穿小后送给我们的。”
王义华说，“虽然是一名外乡人，但
大家的帮助让我真真切切地体会到
家的温暖，大家的恩情我永远不会
忘记。”

川妹子在异乡体会到家的温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