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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记

小家带动大家
单丝不成线，独木不成林。道德

说到底是一种精神力量，“奉献、友
爱、互助、进步”的志愿精神，会传播、
会传承。

走进张小秋精心营造的“军嫂爱心
小屋”，十几个装满旧衣物、家电、书籍的
房间，都被志愿者们整理得干干净净。

分拣间中，志愿者们正把来自各
地捐赠的废旧物品进行分类整理。

洗衣间里，几台洗衣机在转动着，
一名志愿者将洗好的衣服分拣、晾晒，
冬天的、夏天的、老人的、孩子的……

工作间里，几名志愿者在缝纫机
前埋头缝纫，她们把旧衣服、床单的

“边角余料”再度加工成崭新的坐垫、
玩具沙包、鞋垫……

几名年老的志愿者告诉记者，她
们在小屋里做事好多年了，每天都很
快乐。“帮助别人，自己会感到幸福，也
会收获快乐。”“我们岁数大了，干不
了啥重活了，但是缝制个沙包的力气
还是有的。”老人们说说就笑了。

张小秋说，做公益并不难，就是有
钱出钱、有力出力、有智慧出智慧、有
爱心献爱心。

张小秋对记者讲了三件让她感动
的事。

第一件事是，“军嫂爱心小屋”帮扶
过的仇爷爷夫妻俩。他们有三个子女
都先后去世了。仇爷爷患有脑血栓，老
伴患有阿尔兹海默症，总爱忘事。志愿
者们经常为他们送去生活所需。仇爷
爷和老伴不认得别人，每次沈直劼和张
小秋夫妻俩到他们家里去，老两口就
说：“谁说我俩无儿无女，这不，我女儿
来了，我女婿也来了。”

第二件事是，张小秋帮助过的战
士和他们身边的军嫂，自发加入到“军
嫂爱心小屋”里。76 岁的李党阿姨，
每天坐一个小时公交车，到爱心小屋
里做零活。30 岁的任香，每天带着 3
岁孩子来爱心小屋义务帮忙。

第三件事是，当年和张小秋一直
生活在部队家属院里的 6 个军嫂，得
知她家搬进新房后，也纷纷到同一个
小区购买了房子，6 个军嫂还纷纷加
入爱心小屋志愿服务团队，6 家钥匙
也多配置一把，放到了张小秋家里，以
备应急之需。

一 次 下 大 雨 ，小 区 里 有 积 水 。
沈直劼看家里没有工具，就打电话
给 6 个军嫂。其中一个军嫂说，到她
家里拿。沈直劼在楼下看到一个军嫂
家窗户没关严，又顺道关好窗户。张
小秋说，因为信任她，有事可以随时响
应，有事也可以互相照应。

也正是因为信任她，信任她的小
家，“军嫂爱心小屋”创办11年里，注册
成员已超过 200 人，流动志愿者 1000
多人，捐赠衣物30多万件，关注留守儿
童382人，一对一助学37人，组织大型
服务活动300多次，志愿服务超过7万
小时，累计捐赠物资超过160多万元，
受助群众过万人，辐射全国17个省市。

更让张小秋欣喜的是，“军嫂爱心
小屋”常年开展的“绿丝带爱心传递”
活动，携手海城市中心医院护理爱心
团队、郭明义爱心团队烟草专卖局分
队、海城市城建局志愿者分队等公益
组织，让正能量通过人际传递，产生连
锁效应。在“军嫂爱心小屋”的辐射带
动下，海城市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
金融机构参与爱心帮扶率60%以上。

小家带动大家，细流汇聚江海，小
善成就大爱，无数乐于奉献、友爱善良
的平凡者，为他人点亮一束光，书写了
一个个温暖人心的故事，把爱的同心
圆越画越大。

这是一个阳光明媚的清晨。
10月25日，重阳节。记者

来到位于鞍山海城市北大营的
“军嫂爱心小屋”时，只见张小
秋和7名志愿者正从屋里往外
搬运竹坯子、塑料布……

把物料装上车，张小秋一
边在笔记本上记录着，一边告
诉记者：“上午去耿庄贫困户张
大娘家，为她搭暖棚；下午买生
日蛋糕，晚上给许大娘过93岁
生日，老人家无儿无女，咱们去
了，她保准高兴。”

一会儿工夫，准备就绪，记
者跟着志愿者一同上车。司机
是一个体型敦实的中年男人。

他叫沈直劼，是张小秋的丈
夫。等张小秋坐到副驾驶位置
后，他问张小秋：“早上的荷包蛋
吃了吗，牛奶喝了吗？”张小秋爽
快地回答：“放心吧，吃了，喝
了。”张小秋说，“在家他是我‘领
导’，每天早晨我不把他做好的
鸡蛋吃了，他就不让我出门，说
吃鸡蛋、喝牛奶才能身体棒，身
体好才有力气帮助更多的人。”

车行驶了 20分钟，一行人
来到了张大娘家。搬梯子、搭架
子、捡拾劈下的竹坯子……大家
忙上忙下。沈直劼、张小秋夫妻
俩边干活儿边和张大娘唠家常，
不知不觉中暖棚就搭好了。

“军嫂爱心小屋”装满大爱
本报记者 王 坤

嫁给军人，成为一名军嫂，张小
秋并没有心理准备。但是，甘于寂
寞、善解人意、默默奉献的军嫂品
格，她小时候仿佛就已拥有。

1974 年，哈尔滨市呼兰区的一
个老院子里，住着祖孙三代 16 口
人，张小秋就出生在这里。虽然家
境并不富裕，人口很多，但祖父祖母
却还是收养了一个孤儿。祖父教育
他们，“越是别人有难处的时候，就
越要接近他、帮助他。”在良好家风
的熏陶下,张小秋从懂事开始就乐
善好施、热心助人。

到张小秋这辈儿，家里有两个
女孩，张小秋排行老大。祖母对张
小秋格外严格，下厨房、织毛衣、做
手工等活儿，都放手让她做。7 岁
时，她就会生炉子、做饭了。高中毕
业那年，张小秋赶上铁路系统有为
职工家属、子女安排工作的政策，祖
母决定让张小秋到哈尔滨火车站当
客运员。张小秋到了谈婚论嫁的年
纪，祖母找到街坊邻居，认识了大张
小秋两岁、当时已在部队做司务长
的沈直劼，没等张小秋与沈直劼见
面，祖母就把婚事定下了。祖母把
张小秋叫到跟前对她说：“小秋呀，
奶奶见过他了，老实、善良、憨厚，奶
奶这辈子看人没走过眼，就他了。”

张小秋就这么“稀里糊涂”地嫁
了。2000 年，女儿 11 个月大时，张
小秋辞去工作，作为随军家属搬到
海城部队家属大院生活。

“来到海城我没有工作，靠沈直
劼一个人的工资，处处得省着花钱，
我和孩子住了一间 20 多平方米的
宿舍，最初是平房，屋里很冷，那时

连电褥子都不舍得用。”张小秋回忆
说，“沈直劼每次调换部门，按规定
都要腾宿舍，几年间我带着孩子搬
了11次家。”

沈直劼不在张小秋身边的日子
里，她把自己融入部队的大家庭里。

军嫂来自全国各地，操着不同
的方言，生活习惯也大相径庭。张
小秋会织毛衣，会做手工，一来二
去，军嫂家里有什么事都愿意找她，
她总是热心地牵个头、搭把手、帮一
把，家属院里的军嫂都把张小秋当
作大嫂。

一名在学校工作的军嫂与张小
秋聊天，说出自己班上有个叫磊磊
的男孩，大冬天只穿一件单衣。磊
磊的父母打架，父亲失手误杀母亲
后被判入狱服刑，男孩被寄养在他
的姑姑家里，姑姑家很穷，对他照顾
很少。张小秋把这事放在了心上，她
把家属院走个遍，看谁家有男孩，找
人家穿剩的棉衣、用过的学习用品，
然后大包小包地送到了学校，磊磊见
到张小秋就像看到了妈妈一样。

磊磊成了张小秋帮扶的第一
人。大爱无疆，上善若水，从此以
后，这个家庭开启了助人之旅。

一名战士在训练中突然脸色发
青，在回宿舍休息的路上，被张小秋
看见了。得知他患有严重的肾病，
战士的母亲也住院，生活负担重，张
小秋把沈直劼当月的工资都拿出来
给了这名战士，还联系当地一家医
院为他买到急需的药品。

那名战士很快痊愈。后来战士
结婚成家，他的妻子加入了“军嫂爱
心小屋”志愿服务团队。

心里有爱，看不得别人有难

“爱心无大小，星火可燎原”，
这是张小秋创办“军嫂爱心小屋”
的初衷。

自己不挣钱还打定主意帮助
他人，张小秋说：“如果没有家人
的支持，是不可能办成的事，没有
家人的付出，更无法坚持做下去。”

2009年的一天，张小秋和沈直
劼聊起做公益的话题。

“做公益不能简单地理解为只
是捐资捐物，应该是有钱出钱、有
力出力，应该把军嫂团结起来，人
多力量大。”张小秋说。

几天后，“军嫂爱心小屋”在部
队家属院内一间废弃的车棚里挂
牌，有两名军嫂志愿加入。起初，她
们收集、整理并捐赠旧床单、衣物、
书籍和家用电器；后来，队伍不断壮
大，她们帮扶的对象也越来越多。

“上门为老人理发，去残疾人
家里帮助做饭、织补衣物、修理家
电，军嫂会啥的都有，谁能干啥就
干啥。”张小秋说，她是“军嫂爱心
小屋”的管家——管人、管事、管
物，还管教手艺。对收到的一些旧

衣物，她教大家进行剪裁，然后做
成坐垫、鞋垫、玩具沙包、购物袋，
再送给有需要的困难学生和群众。

2014 年，部队腾出闲置房屋，
支持张小秋开展公益事业。面对
越来越多需要帮助的人，张小秋全
身心投入，把管理好“军嫂爱心小
屋”当成了自己的事业，而对她自
己小家里的事，却常常分身乏术。

沈直劼生过一场重病，连续多
日高烧不退，当地医院很难确诊，
被紧急转往沈阳的大医院接受治
疗。“肝脏、肾脏受损，医院诊断为
间歇性血小板减少综合征，必须长
时间住院治疗。”张小秋当时吓坏
了，那是她唯一一次撇下“军嫂爱
心小屋”，去沈阳陪护丈夫治疗。

陪护到第三天，病情稍有好
转，沈直劼就撵张小秋回家，张小
秋没答应。沈直劼在医院住到第
五天，软磨硬泡说服医生同意，办
理了出院手续。

“我知道你心里有我，也有小
屋。”张小秋对沈直劼愧疚地说，

“你在为我默默付出。”

过去沈直劼出钱，现在，沈直
劼出钱又出力。2015年，沈直劼从
部队退役选择自主择业，夫妻俩结
束了在部队家属院里的生活，并在
海城市区买了一套商品房。沈直
劼没有再找工作，而是一头扎进妻
子创办的“军嫂爱心小屋”，挑起厨
师、司机等多个重担，做什么、怎么
做，他听妻子指挥。

几年间，以张小秋家庭名义，开
展志愿服务累计时间超过1万小时，
捐赠物资10多万元，而每一次活动、
每一笔捐款都有沈直劼的参与。

一次，沈直劼说好了带张小
秋和女儿自驾游，却径直把母女
俩拉到了马风镇材木村贫困户崔
大爷家里。崔大爷的儿子残疾、
儿媳智障，一家人全靠他一人捡
废品维持生计。沈直劼从战友那
里得知崔大爷家的情况，就决定
带张小秋到现场看看。他们拿出
包里仅有的 2000 元钱和为旅行置
备的食品，一并送给了崔大爷。
此后，崔大爷一家成了他们的帮
扶对象。

因为有家人的支持，才能坚持做下去

人拥有了善意，并对他人付出
了爱心，就如一缕阳光，释放温暖。

在张小秋心里，她从事11年公
益事业，第一个被温暖的人，还不
是那个曾经被他们帮助的小男孩，
也不是被他们救助过的战士，更不
是被他们资助过的崔大爷……而是
她和沈直劼的女儿沈筱松。

沈筱松小时候并不理解张小
秋所做的事，她也经常质疑妈妈为
什么会把自己最心爱的礼物送给
别人，但渐渐地，她学会了比妈妈
更会表达爱心。

有一次，张小秋准备率团队进
社区开展公益活动，为山区的孩子
募捐玩具和学习用品。9岁的沈筱
松想跟着妈妈一起去，张小秋问她
是否也愿意捐出一个玩具来。沈
筱松翻着自己的玩具箱，拿起一个

玩具，放下了，又拿起另一个，又放
下了，反反复复好几次，最后挑选
了一个自己最喜欢的布娃娃。

张小秋问女儿为什么没选捐
一个自己不太喜欢的玩具给别人，
女儿回答说：“我自己不喜欢的，恐
怕别人也不会喜欢。”

张小秋听了女儿说的这番话，
为女儿的善良感到无比自豪，“她
学会了站在对方的角度思考问题，
她特别善解人意。”

沈筱松上高中时，有一次，“军
嫂爱心小屋”要为她所在学校的一
名贫困学生捐赠衣物。沈筱松主动
对张小秋说：“衣物由我带进学校并
亲自送给他，我以姐姐的身份出现，
这样他在同学面前不会难堪。”

2017年，沈筱松考入上海健康
医学院。开学前，她把自己心爱的

钢琴赠给了自闭症学校。这架钢
琴是妈妈张小秋花了 4000 元钱买
的二手钢琴，是送给她的生日礼
物。大学期间，沈筱松看见哪位同
学生活上有困难，就力所能及地给
予帮助，每次给人家东西时她都
说：“我有两份，你在帮我用。”

今年疫情暴发初期，沈筱松第
一时间发短信问张小秋，自己能为
前线抗疫的医护人员做些什么。
张小秋回复女
儿说：“你要做
公益，妈妈很开
心。”沈筱松听了
妈妈的话后，捐
出了200元零花
钱。在抗疫期
间，张小秋家庭
共捐资2500元。

“你想做公益，妈妈很开心”

家是最小的国，国是千万家。 从为
军嫂、军属等身边人做些力所能及的普
通小事，到为贫困学生、留守儿童、孤寡
老人等许许多多人奉献爱心……张小秋

在鞍山海城市创办的全国首家“军嫂爱心小屋”公
益团队，以小家带动大家，让小屋装满大爱，不仅
聚集起八方爱心，也让我们看到了无私奉献激荡
社会正气，凡人善举汇聚爱心暖流。

核心
提示

张小秋（中）、沈直劼和女儿外出旅游时合影留念。（本文图片由采访对象提供）

“军嫂爱心小屋”志愿服务团队在为农村困难家庭搭建暖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