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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明珠

72岁，北京市健宫医院退休医生。17
年帮助河南农村一对贫困姐弟，寄款寄物
从未中断。

本报记者 范春旭 北京报道

王晓宇

28 岁，河南开封乡村医生。9 岁被拐
卖自救脱险，受好心人帮助读完小学、中
学、大学。

本报记者 张永生 河南开封报道

2003 年 12
月7日，又收到
了北京的妈妈
给 我 寄 的 衣
服。我非常难
受，因为给我
买的新衣服花
了很多钱，而
且还寄来了糖
果、鞋子和钱，
还给我妈妈买
了瓶药，我真
没有想到，北
京的妈妈想着
我，还想着 我
的 亲 生 妈 妈
和弟弟，写的
信还教育着我
的弟弟，我可
真 为 有 这 样
一 位 好 妈 妈
而骄傲。

—— 王 晓
宇的日记节选

十 几 年
来 ，她（郭 明
珠）一直默默
无闻地资助和
关爱着跟她毫
无血缘关系的
一 个 贫 困 人
家，她不图名
不图利，默默
奉献爱心的精
神值得我们每
个人去学习，
她是世界上最
伟大的妈妈。

—— 王 晓
宇评价郭明珠

17年资助河南“闺女”

“账本”上记录着恩情

陶然亭红土店社区，约
50平方米的房子内，家具都
是老式的。

72 岁的郭明珠拉开床
边的抽屉，一摞摞信件规整
地放在小盒子里，有的已经
泛黄发脆。

这些信件是她和只见
过一次面的“女儿”沟通的
纽带。17年间，郭明珠帮助
一名远在河南的小姑娘，从
上小学到成家。

“几乎忘了”的“小事”

1996年春节，郭明珠收
到一封来自河南的信。

“在河南没有亲戚朋
友。”有点摸不着头脑的郭
明珠，打开信件才想起几个
月前的一件“小事”。

那时，从医院退休在家
的郭明珠在报纸上看到一条
外地新闻，河南一对姐弟连
同母亲被拐卖到山东，9岁的
姐姐王晓宇偷偷给公安局写
信，最终一家三口获救。

郭明珠回忆，最初是被
小女孩的勇敢打动，仔细阅
读发现，小女孩家徒四壁，母
亲多病。郭明珠跟老伴商
量，想给小女孩家邮寄点东
西，“死里逃生不容易，给他
们一些支持和帮助，让他们
有勇气战胜眼前的困难。”

随后，两人开始翻箱倒
柜，找出一大堆八成新的衣
服，用布袋缝好后，按照报
纸上的地址，邮寄了出去。

“只想能收到就好，没期
望回复。”郭明珠说，时间一
长，她几乎忘了这件事。

被喊“妈妈”多了牵挂

过年前几天，这些衣服
邮到了王晓宇家中。“像从天
上掉下来一样。”王晓宇在写
给郭明珠的信中万分感激。

正是这封回信，让郭明
珠决定继续帮助这个懂事
的小姑娘。

每年，郭明珠都要给晓
宇家里寄两次东西，一次在

“五一”前后，另一次就是快
过年的时候。晓宇在信中称
郭明珠夫妇为爸爸妈妈，郭
明珠说，那一刻觉得很幸福。

被别人喊妈妈，郭明珠
坦言心里多了一份牵挂。

每次逛街，看见衣物、
牙膏、肥皂等生活用品，还
有糖果等零食，她都会想到
河南的女儿可能买不到吃
不上，就会买回家攒着。

每次打包邮寄时，包裹
总是很大，她和老伴就用自
行车一直推到邮局。害怕
包裹损坏，郭明珠总是多包
几层布，缝得密密实实。因

为里面有她塞进的一些钱，
作为晓宇和弟弟的生活费。

事实上，郭明珠家并不
富裕，一儿一女加上夫妻
俩，挤在 16 平方米的房子
里，后来才搬到 50 平方米
的房子里。

除了物质上帮助外，郭
明珠也在精神上支持着“女
儿”。几年前晓宇母亲去
世，郭明珠写信安慰她；晓
宇成绩下滑了，郭明珠写信
鼓励她；就连晓宇谈恋爱，
都会征求郭明珠的意见。

17年做好事不“漏风”

17年间，这对“母女”只
见过一次面。那是晓宇上大
学期间在深圳实习，郭明珠
去香港的途中去看“女儿”。

这么多年，郭明珠每次
给晓宇家邮寄东西，都尽量
避开邻里街坊。家人也从未
向外人提起过这件事，甚至
连郭明珠的亲弟弟都不知
道。最近，晓宇提出要来看望
北京的“妈妈”时，郭明珠赶紧
张罗起来，向社区居委会打听
旅馆的事，这才走漏“风声”。

最近几年邮寄衣服，晓
宇总在信中说，“衣服够穿
了，妈妈不要再寄了。”郭明
珠告诉她，穿不完的衣服再
送给有其他需要的人。

28 岁的王晓宇翻开日
记本，泛黄的纸上各色笔迹
写的“收物记录”，密密麻麻。

2003 年 10 月，伯伯寄
200元。

12 月，妈妈邮寄包裹，
内有秋衣、鞋子、糖果，信里
还夹有60元钱。

2004 年 1 月 ，叔 叔 寄
200元。

大 学 期 间 ，共 收 到
18510元支援。

“人都有心软的时候，
可你见过几个一直坚持心
软的人？”王晓宇抚摸着纸
上的字，有些难为情。

9 岁前，记录中的“妈
妈”、“伯伯”和“叔叔”，王晓
宇都不认识。

9 岁后，靠着这些异姓
亲人帮助，王晓宇读完小
学、中学、大学。

“感情不能用钱衡量，
但等经济宽裕，我一定要还
上。”她说。

遇到“坚持的”好心人

1993年，河南安阳新野
县，9岁的王晓宇和弟弟、妈妈
一起，被拐卖到山东。

聪明勇敢的王晓宇自救
成功，一家三口被公安救出。
媒体报道后，一两个月内，十
几位好心人纷纷寄钱寄物。

“家还是那个家，穷。”
事情平息，好心人的救助渐

少，“北京的郭妈妈、绍兴的
梅伯伯等人一直没间断帮
我们。”

逢年过节，王晓宇第一
个电话会打到北京或绍兴。

她习惯称呼北京的郭
明珠为“俺妈妈”，绍兴的梅
雪芳为“俺伯伯”。

“靠他们，我才读完小
学和中学。”2003年，王晓宇
考上鹤壁职业技术学院中
西医结合专业，第一年学费
5000多元，她带着家里准备
的 1000 多元去了学校，“不
想再麻烦这些好心人。”

及时帮助从不“拖欠”

王晓宇说，本想贷款和打
工交学费，但她发现大学的花
销远比在家乡时的花销大。

就像王晓宇形容的那
样，“妈妈”和“伯伯”考虑得

“比亲生父母都仔细”。
从上大学开始，来自北

京和绍兴、上海的汇款都开
始增加。“收物记录”显示，
好心人的支援似乎比发工
资都及时，从不“拖欠”。

大学三年，经梅雪芳和
郭明珠本人和他们募捐来的
钱共计1万多元，“大学也是
他们供出来的。”

2005年，上大三的王晓
宇，按学校安排去深圳实
习。由于实习还要给医院交
钱，她选择到一家保健品药

厂打工，承诺每月 800 元工
资，拖了两个月都没发下来。

“那会儿卡里没有一分
钱，手里没有一分钱，真想
哭。”王晓宇说，此时郭明珠
打来电话，“我说不要郭妈
妈再给我寄钱，她还是给我
寄了200元。”

还完欠债攒钱报恩

如今，已经成家的王晓
宇，和丈夫在河南开封县李
店村开了一家诊所。

“这两口子手艺好，人也
好。他家的药价不高。”3月
2日，李店村村民这样评价王
晓宇的诊所。

为开这个诊所，王晓宇
和丈夫举债四五万元，这还
不包括家境贫困的丈夫求
学的欠款。

王晓宇说，自己恋爱
时，郭明珠和梅雪芳都告诉
过 她 择 偶 标 准 ，“ 人 品 要
好”，另叮嘱她“财富是人的
双手创造的”。

诊所开起来不到 3 年，
虽然每天来看病的村民“能
买 10 块钱药的都很少”，但
王晓宇和丈夫凭着双手赚
了 十 来 万 元 ，“ 外 债 还 有
5000来块就还完了”。

王晓宇说，她总有个想
法，等不欠债了，攒下钱，把
这些年好心人给她的钱都还
回去，“日记本上都记着呢”。

3月4日，郭明珠翻看“女儿”王晓宇的来信。
本报记者 孙纯霞 摄

3月2日，王晓宇展示记满好心人帮助的“账本”。
本报记者 张永生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