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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乌鲁木齐 1 月 10 日电(记者于涛)“孩子们，咱们上
学去啦。”每天清晨，江苏徐州的王艳华送 3 个维吾尔族女儿去
上学。原本一个在徐州、一个在新疆和田县的两个家庭，现在却
成为同一屋檐下的一家人。这特殊的亲情，还要从 24 年前一张
普通的火车票说起。

1995 年，17 岁的王艳华中学毕业后在新疆吐鲁番火车站
推小车卖零食。比她大 3 岁的乌卜力·麦图尔荪则是一名走南闯
北的小商贩，经常到吐鲁番火车站货运处办托运。

那年年关将近，王艳华回家的念头越来越强烈。但当时，从
吐鲁番到徐州的火车票要 163 元钱，这对当时的王艳华来说是
遥不可及的大数目。望着站台上步履匆匆的旅客，她偷偷抹起了
眼泪。

王艳华抹泪的举动被乌卜力·麦图尔荪看在眼里，当他了解
详情后，当即在自己破旧的行囊里一张一张凑出 163 元，给王艳
华买了一张回老家的火车票。还给她买了一些方便面、面包在路
上吃。

“我猛然想起，都没有问他名字，心里懊悔极了，那时候我就
在想，上天还能给我报恩机会吗？”望着车窗外挥手作别的维吾尔
族大哥，她脑海中留下的，只有乌卜力·麦图尔荪那友善的面孔。

回到徐州之后，王艳华开始了平静的生活。结婚生子，通过
努力奋斗，还有了自己的事业。但她心里一直没有忘记，在自己
最困难的时候，给予无私帮助的维吾尔族大哥。

多年来，王艳华不止一次给吐鲁番火车站打电话寻人，还向

每一个新认识的新疆朋友打听。直到 2017 年 10 月的一天，王
艳华偶然到徐州市一家名叫新疆和田乌卜力饭店吃饭，进门
时看见站在门口的老板，熟悉的眼神似曾相识。

“以前一位在吐鲁番火车站卖葡萄干的大哥，给我买过一
张火车票……”几句简单的问答，让王艳华一时间难以置信，
眼前的这名男子就是她寻找多年的恩人。

乌卜力·麦图尔荪说起他 20 多年来的经历：最开始在一
位汉族老大哥的帮助下做新疆干果生意，辗转全国各地，后来
在徐州落脚，开起了新疆餐厅。

这次意外重逢后，王艳华一有客户就会把人安排到乌卜
力·麦图尔荪的饭店就餐。看到他在徐州所住的出租屋面积小
价钱贵，她将自家一套闲置的三居室无偿提供给他住。乌卜
力·麦图尔荪因生意忙顾不上照顾妻儿，原本在徐州上学的 3
个女儿送回到新疆。为了让这家人团聚，王艳华让乌卜力·麦
图尔荪把女儿们接回徐州，并将她们认作干女儿，接进自己家
住。

“买车票的事，我都快忘了，从来没有想回报的事。我非常
感谢王艳华一家人对我的帮助。”乌卜力·麦图尔荪说。

感恩的故事还在延续。现在，有些积蓄的乌卜力·麦图尔
荪给村里的幼儿园捐助 1 万元，用于改善教学条件；还出资
1 . 6 万元购买了家乡农户滞销的红枣和薄皮核桃，带回徐州，
送给了当地敬老院的老人们。乌卜力·麦图尔荪说：“我要把这
种感恩之情延续下去，帮助更多的人。”

只因 24 年前那张“有爱”的火车票
新疆和田与江苏徐州两家人的感恩故事

陪伴是最温暖又长情的告白。

在福建省龙岩市新罗区，就有这样一份温暖长情的爱——— 环卫工董基东，每天推着

坐轮椅的妻子董锦香扫马路。彼此陪伴、相互取暖，成为冬日街头一道温暖的风景线。

由于双侧股骨头坏死，董锦香已经在轮椅上度过约十个春秋。生活的重担落在身患

强直性脊柱炎的丈夫董基东身上。

两年多前，董基东辞去水泥厂的工作，应聘成为环卫工人，为的就是离家近，能更好

地照顾行动不便的妻子。

长期劳累和服药，董基东的身体越来越瘦弱，严重贫血导致脸色蜡黄，背也越来越

驼，体重一度掉到 38 公斤。

董锦香不放心，主动提出坐着轮椅也要陪丈夫扫马路，还能在一旁织毛衣补贴家用。

尽管生活艰辛，但夫妻二人感情很好。女儿也很争气，考上厦门大学的研究生，时不

时将勤工俭学的钱寄回家里。

不久前，在亲戚的资助下，他们从租住了十多年的平房，搬进了带电梯的楼房，日子

安稳许多。

“很知足了，唯一的心愿就是能让我在这个路段带着老婆一直扫下去。”董基东说。

这，就是嫁给爱情的样子吧！

新华社记者宋为伟摄影报道

▲ 1 月 9 日，董锦香帮董基东运送用来清扫路面的工具。

▲ 1 月 9 日，董锦香坐着轮椅一边织毛衣，一边陪丈夫董基东清扫路面。

▲ 1 月 9 日，董基东在上工前和妻子董锦香一起吃早饭。

▲ 1 月 9 日，在工作间隙，董基东给在一旁的董锦香放松腿部。

▲ 1 月 9 日，在龙岩市新罗区一处环卫工人爱心服务点，董锦香为董基
东热饭菜。

【 融 媒 选 粹 】

▲扫描二维码，与新华
社记者一起感受什么是嫁给
爱情的样子。

新华社南京 1 月 10 日电(记者朱旭东)“有事儿就到老
王便利店找老王。”这句话近年来一直为江苏省南通市崇川
区光明社区姚港路附 31 号小区的居民所津津乐道。老王便
利店只有 10 平方米左右，卖的只是油盐酱醋，但小区居民
却觉得须臾也离不开这家便利店，更离不开老王。

9 日傍晚，小雨，微寒，姚港路附 31 号小区内的灯光有
点昏暗。因为是老小区，车位紧张，通往老王便利店的道路
更显逼仄。七拐八绕，记者才见到一间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
小卖部，见到了一位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老人———“老王”
王能汉。他的故事尽管琐碎，却并不普通。

便利店门口，是一个没有门的橱柜，里面存放着 10 多
件包裹。橱柜顶端搁置了一块稍大的玻璃，用来遮挡风雨。
小区 200 多户居民多为老人，消费能力不强，投递量不够，
快递公司没考虑在此设点，老王 10 多年前捡来的橱柜便一
直使用至今。

“每天晚上，我要把这些没被取走的包裹收进来，第二
天再放进去。”老王说，10 多年来，每天二三十件包裹，基本
没有丢失过。

老王每天早上 5 点多开门，晚上 9 点多关门，风雨无
阻。便利店隔壁，就是老王的厨房，同时堆放着一些米、面和
油。厨房的墙上，挂着 10 多串钥匙。

“一些老人和小年轻，出门经常忘带钥匙，就在这里存
放一把备用。”老王还有一本通讯录，记录着每户居民的联

系方式。
2014 年，崇川区推进邻里建设，作为邻里理事长的老

王，想到小区里的空巢老人和一些残疾人，就利用便利店为
居民提供一些公益服务。他牵头成立“邻里金管家”为民服务
项目，依托邻里社区干部、党员以及居民骨干组成的管家团
队，为辖区有需求的老年人提供各类便民服务。

便利店像个百宝箱，修电路的、通下水道的、提供应
急照明的，只要居民需要，那里都有工具。“这些还是次
要的，关键是老王有个好人缘，邻里遇到纠纷，只要老王
出面协调，基本都能解决。”光明社区党委书记马小青感
慨地说。

老王有四儿一女，有的也退休了。“我们现在相互不
麻烦，我和老伴退休金 7000 元，加上便利店一个月千把元
收入，足够了。闲着没事，做点公益，就当养老吧。”老
王微笑着说。

“老王，我取下酸奶。”谈话间，门口一邻居自取酸奶正欲
离开。“等一下，你昨天的酸奶还没取。”老王瞬间反应，从冰箱
里取出这位邻居忘记的酸奶。他心里，似乎为每个邻居记着
事。

尽管小区老化，居民多为老年人，便利店小而旧，但老王
的存在，给这个老旧小区增添了一些温暖。他和便利店就像
寒夜里风雨中的那盏路灯，归家的人，见到这盏灯，内心总会
收获暖意。

一间 10 平方米的邻里“百宝箱”

点亮小巷深处的老王暖心便利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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