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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一次助学活动、为困难的孩子捐一次
款不难，难的是长年累月的坚持。这对名叫刘
刚、解晓霞的夫妻，在助学事业上一坚持就是
26年。

“没有解姨、刘叔的帮助就没有我的今
天”、“他们对我家孩子的恩情，我一辈子都忘
不了”。这是受他们帮助的学生和家长最朴实
的表达。解晓霞、刘刚说，他们两口子都是靠
知识改变命运，希望也能帮助家庭困难的孩子
们。他们现在带着女儿一起走上了助学路，将
来还要带着外孙，把这个“家风”传下去。

山村孩子告别贫穷 走向世界

“第一次见到解姨和刘叔时，我还很小。”
但当时的心情，李飞至今忘不了，“老师说，这
对好心的叔叔阿姨是来资助我继续上学的，我
真的非常激动。”

“我们一家最开始接触助学是在 1994
年。”解晓霞回忆，当时报纸等媒体都在宣传希
望工程，她和爱人刘刚便到相关部门去询问，
认识了当时上小学二年级的李飞。与其他资
助人直接寄钱不同，解晓霞夫妻坚持要去小李
飞家里看看。“我们家当时真的很困难，房子非
常破。”李飞回忆，“刘叔和解姨对我真的很好，
放假还总接我去他们家，买衣服、买文具，四处
玩儿，那些公园和景点的样子，现在在我脑海
中都是清晰的。”

转眼间，李飞也有了自己的孩子。教育改
变了他的命运，大学毕业后他成为一名设计人
员，如今不仅走出山村，还经常有机会出国去
学习和交流，当年连供他读书都难的家庭也靠
着勤劳肯干，翻修了老房子，盖起了三间敞亮
的新房。如今只要有时间，李飞都会打电话来
和他们聊聊。李飞说：“小时候曾经登台唱过
一次《世上只有妈妈好》，这首歌我想唱给两个
人：一个是我的母亲，另一个就是解姨。我结
婚的时候也跟大家说，解姨和刘叔虽然跟我没

有血缘关系，但是他们在我心中的份量跟父母是
一样的。”

供孩子上学还帮孩子治病

“哪怕过去快 20 年了，我也记得很清楚。那
是一个冬天，很冷，他们两口子大老远到我家来
看孩子。”解晓霞、刘刚长期资助的一对双胞胎
——刘泉、刘明的母亲张梅回忆，第一次来，他们
两口子就给两个孩子带来了学费和文具。

解晓霞回忆说，跟这对双胞胎结缘是在2003
年。她当时参加了一次帮助贫困学生的“手拉
手”活动，帮助对象是一个叫刘明的孩子。解晓
霞两口子去了刘明家，发现原来还有一个双胞胎
哥哥刘泉，俩人一商量决定要帮就不能帮一个，
主动提出还要负责刘泉的学费。

“我家这俩孩子是解姐两口子从小学一直供
到大学毕业的。”张梅说，解晓霞一家不仅帮孩子
上学，还解决了足以影响孩子一生的问题。刘泉
患有先天性斜视，解晓霞通过多方打听，得知天
津的一家医院特别擅长做这类矫正手术。帮忙
联系好后，解晓霞买好车票，并将 2000 元钱塞进
刘泉母亲的手中，让她带孩子去治疗，终于让刘
泉的眼睛恢复得和普通人一样。

真情付出换来感恩的心

“我永远感激解姨和刘叔，他们对我就跟对

自己家孩子一样。”李飞说。
“刘刚、解晓霞这两口子的恩情我们一

辈子忘不了。”张梅说。
解晓霞两口子帮助这些孩子时从没想

过要什么回报，可是这些孩子和他们的家庭
用一颗颗感恩的心给了他们最温暖的回馈，
他们从陌生人变成了超越血缘关系的亲人。

逢年过节，解晓霞家都很热闹——李飞
的父母每年都要给他们送点东西；双胞胎刘
泉、刘明的母亲张梅也会大老远带着年货来
看他们，解晓霞知道她家不容易，总也不肯
要，但是对方也很“犟”，不管解晓霞怎么推
辞，哪怕她不露面，也要把东西放在解晓霞
工作的医院门口。

受资助的几个学生这几年也陆续毕业，
工作后领到的第一份薪水，都不约而同地想
到了解姨和刘叔——李飞买了礼物去看他
们，刘明则在工作的第一年要给他们2000元
钱的过年红包，他说自己可以自立了，要感
谢刘叔、解姨这么多年的帮助。

“孩子的钱，我们当然不能要，但是他们
的心意让我们非常感动。多少年没流泪了，可
是那个时候真是差点没忍住。”刘刚回忆道。

知识改变贫困境遇

如今双胞胎刘泉、刘明都已经大学毕
业，找到了还不错的工作，收入也都还行，兄

弟俩都知道上进，为了将来的生活努力工作，如今
已买了房子，准备将来结婚用。

“他们都是勤劳的人，这些年通过努力，家里的
条件都有改善。只要肯干，日子肯定会越来越好，
现在的一切努力都是为将来的生活打基础。他们
农闲时会去冷库处理海货，或者去大棚里摘蘑菇，
收草莓，只要有活就必定不会闲着，就是这样的动
力才会让他们一家人的生活走出以前的困难，过上
好日子。”解晓霞说。

女儿从小跟着父母一起助学

解晓霞加入了丹东市振安区爱心志愿者协会，
开始跟着大伙一起去特教学校帮助身体有残缺的
孩子们。

“解晓霞一直就是团队的骨干，后来还带着女
儿加入助学行列。”丹东市振安区爱心志愿者协会
会长包华表示，这么多年来，解晓霞从没缺席过一
次志愿者活动。

“我小时候其实不太懂父母在做什么，后来跟
着他们去了几趟那些陌生的哥哥姐姐、弟弟妹妹家
送东西，我才慢慢理解，父母做这些是为了让那些
孩子可以继续读书。”解晓霞的女儿刘梦寒说，理解
了之后，她从来没有因为父母对别的小朋友那么好

“吃醋”，而是每次也跑前跑后地去帮助他们。
（文中受助学生：李飞、刘明、刘泉、萍萍，学生

母亲张梅均为化名）
辽沈晚报、聊沈客户端特派丹东记者 王晓阳

夫妻助学26年“扶智”改变他们命运
从家徒四壁房子四处漏风，

到盖起崭新的三间大房；从因为
家贫小学都差点读不完，到靠着
努力学习，走出山村，看到了精
彩的世界，还拥有了自己的幸福
之家……知识和教育让他们告
别了贫穷的境遇，迎来了不一样
的人生，而这些转变的背后，是
丹东一对热心于助学的夫妻二
十多年间的默默相助。

核心提示

记者：藏书和助学，两者有什么关联吗？
刘刚：我们两口子都喜欢藏书，因为是知识

改变了我们一生的命运。我们俩都出生在农
村，通过学习考试，我妻子进入丹东市人民医院
成为一名妇产科医生，我则成为供电公司的一
名员工。我们切身体会到接受教育对人有多重
要，所以在我们有能力之后，想帮帮有类似境遇
的孩子。

记者：这些孩子走出贫困，过上了新的生
活，看到这一切，您有什么感触？

解晓霞：我们是真的打心底里高兴，教育让
他们有了改变的机会，更重要的是他们自己也
努力，我们希望他们将来会更加精彩。

记者：在助学这方面还有什么计划吗？
解晓霞：这件事我们会一直做下去，把助学

这件事当做“家风”，一代一代地传下去。

对话助学夫妻：
要把助学家风传下去
走进刘刚、解晓霞的家，记者发现客厅、卧

室到处都是直达屋顶的书架，置身其中就像进

了一个小型图书馆，经过刘刚的估算，他们家的

藏书大概有3万册左右。

没有全民健康，就没有全面小
康。一直以来，沈阳市第五人民医院
始终把全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
略地位。随着新门诊大楼和病房综
合大楼的如期建设,为医院“大综合、
大专科”建设提供了更加强有力的支
撑和保障。为早日实现成为沈阳市
西部肿瘤防治中心的目标，市五院泌
尿外科正在全力以“夯实泌尿专业技
术、拓宽优质服务内涵、精准发展肿
瘤学科”为宗旨积极开展科室建设，
不断提高科室医疗技术水平为更多
的病患解除病痛。这不仅是今后发
展 的 关 键 ，也 是 促 进 全 民 健 康 的
关键。

东三省第一家开展等离
子前列腺增生治疗术
历经 22 载发展创新获
国家卫生部殊荣称号

沈阳市第五人民医院泌尿外科
成立于1998年，创立初期便引进了东
三省第一台等离子体切割设备，率先
开展了前列腺增生和膀胱癌的微创
治疗，成为东三省第一家开展等离子
前列腺增生治疗术的医院。

多年来，由于在应用、推广泌尿
腔镜微创技术领域中成绩显著，经卫

生部内镜专业技术考评委员会综合
评审，科室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
部内镜专业技术泌尿外科培训基地。

与时俱进 不断完善泌尿
系肿瘤的综合治疗
不忘初心 致力成为沈阳
市西部肿瘤防治中心

经过三年筹备，科室成功转型，
已形成以泌尿外科为基础的泌尿肿
瘤综合治疗体系，成功进行了 160 余
例肿瘤手术，包括腹腔镜下肾癌根治
术、肾盂输尿管癌根治术、肾上腺肿

瘤切除术等多种泌尿系肿瘤手术，得
到了患者的高度认可。同时开展了
多种泌尿系肿瘤的新辅助和辅助治
疗，基因检测、免疫治疗及靶向治疗
更加丰富了泌尿系肿瘤的综合诊治
手段，使得泌尿系肿瘤的治疗水平达

到了一个新高度。
近年来，与北京肿瘤医院泌尿肿

瘤外科开展广泛深入的技术合作，开
展远程教学及会诊，打造从线上问诊
到线下治疗、康复的一站式诊疗服
务。定期邀请北京泌尿肿瘤知名专
家来院坐诊、查房、手术及疑难病例
讨论，建立双向转诊通道，使辽沈地
区泌尿肿瘤患者在本地就能享受到
北京肿瘤医院专家的诊疗，为患者提
供了多层次、多元化医疗服务。今
后，泌尿外科会继续为广大患者提供
更加优良的技术和高端的硬件配置
和服务设施，护佑辽沈人民健康。

记者 薄琳

沈阳市五院泌尿外科完善泌尿系肿瘤的综合治疗
全力打造沈阳市西部肿瘤防治中心 共建全民健康

刘刚、解晓霞夫妻与受助孩子的合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