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小海龙最难忘的“照片”

29日的节目一开始，是王宽腰上系着带
子，费劲地抱起床上的王海龙。随后，讲述王
海龙的故事。“王宽今年73岁，他的外孙王海
龙因为患有渐冻症，目前脖子以下已经不能
动弹，每天只能在王宽夫妇的帮助下生活。”

王海龙今年只有 26岁，体重 140斤。王
海龙的父母在他 2岁时离异了，王海龙判给
了父亲抚养，但是由于父亲没有抚养能力，王
海龙从小就跟着外公外婆一起生活。

镜头里，懂事的王海龙说：“感觉就是特
别心疼二老，这么大年龄了，还要去照顾我，
把我抱上抱下，心里边特别过意不去。”3岁
时，王海龙被诊断出患有“进行性肌营养不良
症”。随着年龄的增长，海龙的病情越来越严
重。王淑荣说：“我没有想到孩子这么受罪，
睡觉不会翻身，大便解不下来，没有这个力
量，大便要灌肠，灌不下来的话，我还用手给

他去排大便。”
节目里，显示了一家人吃饭的镜头。王

淑荣一点点喂王海龙吃饭。而每天，王淑荣
都要先喂饱了小海龙，自己才动筷吃饭的。

“喝水还好一点，就是拿个杯子，有吸管
就行了，但是每次吃饭时候都需要喂，感觉自
己特别没用。哪怕能让我站起来一天，我感
觉都很知足，但是这个愿望很难实现。”

眼看着外孙的身体越来越差，王宽夫妇
心里有说不出的心疼。王宽夫妇就想着，怎
么能在外孙20岁生日的时候，帮他实现一次
自己站起来的梦想呢？

随后，王淑荣拿出一个相册，边指相册边
讲：“我就到那个照相馆跟师傅讲，我用他（王
海龙）同学的身子，用王海龙的头，给王海龙
照了一组这样的相，我们看了也高兴，孩子也
特别高兴。孩子想蹦起来，我就让他同学蹦
起来组成这样的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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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李娜）昨日，记者从省慈善总会获悉，民政部公布了第九届
“中华慈善奖”提名名单共150个。其中，“最具爱心慈善楷模”30名、“最具影
响力慈善项目”60个、“最具爱心捐赠企业”30个、“最具爱心捐赠个人”30
名。我省有6个项目和个人获得提名，目前正在进行网络投票。

我省推荐的李相岑、周森获“最具爱心慈善楷模”提名，慈善超市救助项目
（安阳市慈善总会）、少儿助困阳光工程（周口市慈善总会）和武陟县村级慈善幸
福院建设项目（武陟县慈善协会）获“最具影响力慈善项目”提名，任太平获“最具
爱心捐赠个人”提名。

即日起至12月8日，公众可登录中国公益慈善网，对第九届“中华慈
善奖”进行在线投票。第九届“中华慈善奖”评委会将根据评委评分和网
络投票结果，确定拟表彰对象和提名奖。

我省6项目获“中华慈善奖”提名
网络投票火热进行中

本报讯（记者 刘玉娟 通讯员 段宝玉）上周市长电话受理指挥系统共
受理电话12528个，电子邮件100封。其间，向全市市长电话网络单位转
办2022件，按期回复2020件，回复率为99.81%。主要涉及占道经营、征迁
问题、交通安全、市容环卫、社会治安、劳动保障等方面问题。

私拉电线充电 拒不整改严惩

市民罗女士反映：郑东新区郑开大道与郑信路交叉口东南角上东城
小区内有充电车棚，但3号、5号、6号楼有很多居民依旧在楼下私拉电线
给电动车充电，存在很大安全隐患。

市长电话转郑东新区管委会落实处理，后回复：针对市民反映的问
题，该小区物业公司一是入户走访乱停放车辆的业主，对其逐一下发整改
通知书，要求立即整改；二是向辖区派出所提出申请，联合派出所于近日
对小区进行一次清查，对拒不整改的业主进行严厉惩处；三是协同置业公
司制定增设充电桩安装方案，预计2015年12月上旬安装完毕。

正在安装电表 验收合格送电

市民金女士反映：惠济区博颂路与南阳路交叉口向西100米路北昌
建誉峰小区，目前，该小区开发商郑州昌建地产有限公司多次向供电公司
递交验收申请，但供电公司一直不予处理，导致整个小区居民都在使用临
时用电，请相关部门调查。

市长电话转市供电总公司落实处理，后回复：经核实，昌建誉峰小区
的开发商郑州昌建地产有限公司，在 2013年 10月 18日到供电公司申请
正式电报装。该项目高压部分竣工已经验收合格，目前部分居民正在安
装电表和电能采集装置，并不存在不处理、不验收的情况，待开发商选择
的施工单位将电表安装到位后，供电公司才能进行一户一表验收，如竣工
验收合格，将在4个工作日安排送电。

本报讯（记者 党贺喜）昨日上午，美国经济学家、理性预期学派
领袖人物、2011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托马斯·萨金特莅临郑
州，在鸿园第二届资本论坛上，再启资本盛宴。他以“理性预期
2016”为主题，与社会高端人士一起共话资本大势，畅谈全球趋势
下的中国经济。

论坛上，托马斯·萨金特用风趣幽默的语言，启迪在场观众如何危中
寻机，智慧拓展；又以“人无远虑，必有近忧”昭示大家，展望2016，必须用
长远眼光，着眼未来，搞好顶层设计。

“智术之士，必远见而明察”。作为当今理性预期学派的领袖人物，在
近两小时的演讲中，托马斯·萨金特站位宏观经济学制高点，分别从基本
的经济学原理到市场、价格、竞争、泡沫经济、金融等各个关键点问题进行
了深入浅出的论述。

诺奖得主郑州设坛
理性预期 2016之中国经济

为进一步推动平安建设，昨日，紫荆山南路街道办事处航海社区在辖
区开展了以“共创平安社区，共建美好家园”为主题的平安建设宣传活
动。此次活动共设置展板20多块，内容涉及消防安全、交通安全、食品药
品安全、禁毒、反邪教等多方面内容。 本报记者 唐 强 摄

央视再次报道郑州王宽“家+”
（上接一版）而后，引出王宽夫妇为孩子的生活而辛苦奔波，为了赚钱，66
岁的王宽开始学习“变脸”等技能。后来，由于辛苦过度，王宽也被下了

“病危通知单”、孩子们为王宽夫妇办金婚仪式、一家人一起吃团圆饭等
“王宽家”等爱心故事节点。

对此，特约评论员程立耕说：“王宽夫妇一看就是一对善良、好强的老
人，散发爱心和善心的老人，他们在艺术上有成就有追求，在此当中又帮
助了那么多的人，哪怕是在他们年龄变大、生活有负担的时候，他们依然
在不断地付出。他们60多岁的时候依然在坚持学艺。这其中，有一种精
神、有一种爱。”

就如程立耕说的那样，这种爱不仅是单向的，这些受到帮助的孩子们
反过来也在对老人付出爱，帮老人实现梦想。“你会发现，爱是可以传递
的，温暖是可以传递的，正能量是可以传递的，这种精神上的充实和富足，
是一般在物质上满足的人所享受不到的。”

栏目的嘉宾、律师黄莉凌说：“在看短片的时候，我会用一些法律的角
度来看，比如，这个家庭中涉及的收养法的问题。可是，我却认为，收养法
是为了让家庭更加和睦，这个家庭非常和睦、和谐。这个家庭曾经面对过
很多困难，但是他们用自己的勇敢、乐观、爱心一直在维系着家庭的温
暖。这个家庭中长大的孩子，尽管他们经受过一些困难，但是他们身上仍
然充满着爱的力量。在这个家庭里，我们看到了爱的传承。”

编者按：

11月28日、29日，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热线12》栏目连
续两天，共用时约50分钟，详细报道了王宽“家+”的爱心故事，本报
今日予以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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昏黄的路灯下，郑州市某戏曲茶馆内，王宽
正在茶座休息室里练嗓子。解说词上显示：“他
是王宽，今年73岁，国家一级豫剧演员，曾经是
河南省郑州市豫剧团团长。”

热爱艺术 为艺术倾情奉献一生

从 59 岁退休那年开始，王宽就坚持每天
晚上来到戏曲茶座唱豫剧，在这里客人可以指
定演员演唱，每点一出戏是 100 元，演员能收
入 60 元。对此，王宽说：“有些演员一晚上能
挣好几百元，上千元的都有。咱没有，老是在
那干坐着，等啊等，像坐针毡一样，那心像刀子
在刺你。”

这晚，没有一个人点王宽唱戏。镜头里，是
夜幕下，王宽推着自行车回家的落魄背影，解说
词显示：对于国家一级演员、豫剧名家、年过古
稀之年的王宽来说，为什么要如此地辛苦奔
波？去茶座经受不被人认可的尴尬境地呢？

随后，节目开始讲述王宽的故事，从他出生
在河南淮阳的一个农民家庭，到七八岁时开始
学习豫剧。1956年，王宽被当时的西藏自治区
豫剧团招收，成为第一批进藏的豫剧演员。

此时，屏幕上出现了王宽年轻时候意气风
发的照片，王宽回忆说：“那时候在西藏，首长
们，观众们，对我演戏比较欣赏。给我起了一个
外号，王金豆，西藏的金豆。”

也就是在西藏工作的岁月里，王宽不仅在
工作上取得了成绩，还结识了他的人生伴侣，同
是豫剧演员的王淑荣。在西藏的那段时光，王
宽不仅有了家庭，也迎来了自己的一双儿女。

随后的镜头，转到 1982年。那一年，在西
藏度过了近 30 个年头的王宽夫妇，被调回河
南淮阳县豫剧团工作。当时依然想当个好演
员的他们，考试来到郑州豫剧团，并且成为“台
柱子”。

大爱无疆 17年无私收养5名孤儿

接着，镜头转到王宽的家里。王宽家的墙
上，挂满了照片，除了夫妇俩的演出照之外，更
多的是夫妇俩和孩子们的家庭合影。王宽指着
照片介绍了起来，画外音同时响起：“一说起家
里的孩子们，王宽的脸上总是挂着笑容，而这些
孩子与王宽一家，并没有半点血缘关系。他们
是王宽夫妇17年前，在一次回老家淮阳探亲时
收养的。”

镜头里，出现了老大汪海波，他回忆说：“第
一次见面就是在我们家，当时我在家里干完农
活回家，看他们去我们家，很和善。”

王宽老人至今依然记得汪海波当时的样
子：“黑瘦，穿个裤头，没上衣，没下衣，光着脚
丫，正在家里给他妈做饭，拉着个风箱，伙房里
都是灰。”

当时，汪海波只有12岁，是家里的老大，他
还有两个弟弟，早年父亲遗弃了汪海波的母亲
和他们弟兄三人。母亲患有甲状腺疾病，常年
卧床，没有劳动能力，最小的弟弟已经被母亲送
给别人抚养。

汪海波的母亲找到王宽夫妇，想让他们收
养这个孩子。面对着眼前这对母子，王宽夫妇
不敢轻易答应，毕竟这不是养猫养狗，眼前的汪
海波是个孩子。正在王宽犹豫的时候，他们又
先后见到了其他四个孩子，袁钱粮，汪文胜、汪
雯、汪欣三兄妹。

节目中，一一展示了王宽夫妇收养这 5个
孩子的经过。王宽夫妇曾经想过对他们进行长
期的经济资助，但是很快发现这样根本行不通。

夫妻二人一商量，一咬牙，一跺脚，决定把
这5个孩子，都接到郑州自己的家里抚养。

为了孩子 老艺术家茶楼卖唱

为了回报家乡，王宽夫妇决定抚养家乡这
些缺少关爱的孩子们，但是也因为这些孩子，让
老两口原本宽裕的退休生活，变得捉襟见肘。

虽然王宽夫妇的生活，因为这些孩子而变
得有些清苦，但是在孩子们的印象里，他们的童
年，却并没有为钱发过愁。

对此，最小的孩子汪欣回忆说：“我们交朋
友，爷爷都问，那你不得给人家送礼物吗？他们
都会把钱主动给我们。从小到大，真的也没有
什么为难的，就像爷爷奶奶替我们都把最难的
事、最大的事挡下来了。”

加起来只有不到 3000 元退休金的王宽夫
妇，尽管想着各种办法节省开销，但是还是难以
应付孩子们来到郑州的学费、书本费、伙食费
等，各种零零碎碎的生活开支。

为了养好这几个孩子，当时刚刚退休的王
宽，决定每晚到戏曲茶座演出挣钱。

这对一名老艺术家来讲，并不是一件轻松
的事。王宽说：“我去几次就感觉，这不是识别
你艺术高低的地方，就是一个挣钱的地方，就是
一个卖唱的地方。你点我的戏我给你唱，你不
点我的戏这个钱就挣不到手。”

有压力，但是，王宽说：“不放下也不行，因
为是生活在逼迫你。”

认真了一辈子的王宽，在茶楼唱戏，也是一
本正经。他说：“不管这个茶座里边的人在做什
么，吸烟、喝酒、说话、嗑瓜子……我都认认真真
地用心去唱。我对得起人家。艺术讲良心，人
也要讲良心。”

管孩子吃喝 更管孩子教育

镜头里，再次出现王宽家。王淑荣指着家
里的大通铺介绍着：“我们这是睡大通铺，这一
个铺上可以睡5个人，平常就是海波在最边上，
这是男生宿舍，那个屋是女生，也是四五个那
样。”

生活虽然简朴，但这些困难都可以克
服。床不够，孩子们挤挤睡；钱不够，王宽跑
茶座卖艺；这些困难都没能改变王宽夫妇将
孩子们养育成人的想法。为了丰富孩子们的
课余生活，也为了让每个孩子都有一技之长，
王宽夫妇让每个孩子都学习一种乐器，琵琶、
古筝、板胡、笙、二胡，孩子们组成了一个家庭
小乐队。

为了孩子 年近七旬再学艺

虽然，外公外婆尽全力照看着王
海龙，家里另外五个孩子也都悉心地
帮助照顾他。可家人的付出越多，海
龙心里的纠结和痛苦也越来越多。

而为了让王海龙有活下去的信
心和勇气，王宽夫妇几乎走遍了大
半个中国，为王海龙求医问药，但是
动辄几万元的医药费让老两口很难
承受。

外孙王海龙的病需要医治，家
里收养的五个孩子也需要培养成
人，一家人的生活，单单靠王宽夫妇
的退休金和跑茶座唱豫剧赚钱，是
远远不够的。

俗话说，人过四十不学艺，从小
学习豫剧的王宽，却在 66岁的时候，
学起了川剧的绝活——变脸。

不仅如此，为了吸引观众，让自
己能有更好的收入。王宽不仅学习
了川剧中的变脸，还把书法和豫剧的
唱腔，都融入到了自己的表演当中。
对此，王宽提起来很自豪：“一般的变
脸都只是表演变脸，并不唱。但是我
变什么角色我唱什么人物。这样，收
入就可观多了。”

辛劳过度王宽被下病危通知书

连续几年，马不停蹄地奔走演
出，王宽的身体在 2009年的夏天，达
到了极限。

那一次演出结束，王宽突然心脏
疼了，“像锥子一样插在我心脏里，
疼。我浑身都是汗，那汗像串珠一
样。”

“医生当时就下了病危通知单。
那个时候我真是心里面难受得很，
哭，坐那板凳上站不起来。”王淑荣回
忆起来，依然心有余悸。

汪欣说：“当时心里头特别恐惧，
也不敢打电话问，就是心里会想，万
一没有了爷爷奶奶，我们该怎么办，
真就是没有家了那种感觉。”

当时，王宽在北京接受手术治疗，
几个孩子都想去陪伴、照顾爷爷。但

是没有足够的钱来买车票的他们，只
能用抽签的方式，选出三个人到北京
去看望爷爷。

王宽的手术成功了，在几个月的
休养之后，身体也已经没有大碍。但
是王宽却再也不能像以前那样，拼命
地唱戏挣钱了。

爱会传递孩子们帮老人圆梦

为了让大病初愈的姥爷放心，王
海龙打消了轻生的念头，并且尽量寻
找生活中的乐趣。

“就是在网上听歌，感觉自己一
唱歌，就像正常人一样。自己虽然不
能走，但是自己能做自己喜欢的事，
特别知足。”

对于王海龙的音乐天赋，王宽赞
不绝口：“这孩子音感好，唱歌一听就
会，如果他是一个很健壮的小伙，早
就是个小歌星了。”

唱歌给了王海龙自信和动力，他
经常参加郑州的歌唱比赛，在当地小
有名气。渐渐地，在王海龙心底里，
也浮现出一个新的梦想。

王海龙和他的兄弟姐妹们来到
了《中国梦想秀》的舞台，他们一起
演奏表演了一曲《时间都去哪了》。
当主持人问海龙，他的梦想是什么
的时候，王海龙说：“我们兄弟姐妹
的梦想是，帮姥姥姥爷办一个非常
盛大的金婚。”

镜头里的王宽、王淑荣都非常惊
讶、惊喜。“没想到孩子们是去给我们
办金婚，到现场才知道。”

2015年 1月 21日，王宽、王淑荣
夫妇的金婚典礼在郑州举行。镜头
里，王宽穿着西服，王淑荣穿着洁白的
婚纱，他们笑得特别幸福。

回忆起来，王宽说：“深刻地感
受到什么叫家、什么叫幸福，这种幸
福是孩子们给我们创造的。”王淑荣
也说：“什么样的苦和累，心酸，反正
都过去了，我们的晚年一定会过得
很幸福。”

也是在那期《中国梦想秀》上，孩
子们的表演和孝心，让他们在节目现
场，收到了25万元的爱心捐款。

“回来我们就商量这 25 万元咋
花。”后来，王淑荣提议，让王海龙支配
这个钱。

没想到，孩子是这么说的：“我表
舅得了尿毒症，感觉到特别可怜，我
希望能帮助他，就把这 25 万元给我
表舅。”

爱有回报一家人的日子越过越好

节目中，是王宽一家人一起吃饭
的团圆镜头。

17年的相互扶持，这些当初的孤
儿，都已经长大成人。

孩子们陆续长大，当年收养时，
年龄最小的汪欣，今年也已经大学毕
业参加工作了。每逢周末、节假日，
孩子们都会照例回到王宽家里吃饭。

镜头里，一家人无比温馨，干杯、
夹菜。

可是，王宽夫妇的爱心却没有停
止，画外音显示：“日子一天天有了盼
头，而王宽夫妇还是为这些孩子有操
不完的心。这些日子，王宽还在为孩
子们申请公租房的事，一趟趟地四处
奔波。”

“好多人都说你图什么，你为啥
坚持这么多年？我们也不知道为什
么，我们做这个事是应该的，既然是
帮助这些孩子，我们就应该不放弃，
把这些孩子帮到底。”王淑荣的话，朴
实而温暖。

节目的最后，在王海龙的歌声
“时间都去哪了”中，画面从王宽一
家家庭小乐队演奏、家庭老照片、
王宽去茶馆卖唱、照顾王海龙、演
出变脸、王宽夫妇推着王海龙的轮
椅在楼下散步、王宽的背影等一张
张过渡，到最后，是一大家和睦的
大合影。

17 年，历经困难、辛苦，这个家
庭，已然越来越好。

本报记者 李娜 整理 李焱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