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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 暖

西墟村位于保定市博野县东

北。1982 年，储博戌出生在这里。

九年前，他的生活安稳而顺利。另

外，他还学了砌墙的手艺。在建筑

工地上，他是一等一的瓦工，建造

最要功力、技术含量最高的建筑物

的转角时，都由他来完成。在建筑

工地上，他是受人尊重的“大工”

（建筑工地上，大工负责技术含量

高的砌墙等工作，小工负责供泥沙

和砖的体力活）。

由于砌墙技术出色，这样的好

小伙在农村好找媳妇。23岁时他

结了婚，婚后相继有了大儿子和一

对双胞胎。

一家人各有分工，奔着幸福的

生活奋斗着。在当地农村，这是令

人艳羡和充满希望的一家。

曾经也有令人艳羡的技术和家庭

男子寒冬夜宿街头险丧命
1月19日早晨，家住黄骅市区的刘淑贞送

孩子上学后，到自己位于黄骅市开发区的门店

上班。在途经黄骅镇后场村的文化广场时，她

看到几个人正围在一起议论着，走近一看，原来

是一名陌生男子躺在椅子上，浑身冻僵。人群

中，有人拿着买来的包子、米粥，试图让男子吃

一点儿，但男子冻得已经奄奄一息，无法进食。

“当天的室外气温很低，男子的穿着很单

薄，如果在零下几摄氏度的室外不吃不喝，肯

定没命了，救人要紧。”刘淑贞说，当时她根本

没有多想，只想着救人。联系好了车辆，她与

公爹将这名陌生男子拉到了位于附近的自己

的门店中。

刘淑贞将办公室的空调温度调至 30℃。

随着屋里暖和了起来，男子也有了意识。刘淑

贞赶紧给他倒上热水、买来热饭。几杯热水下

肚，男子慢慢缓了过来。

原是外出打工没找到工作
见男子身体好转，刘淑贞与他交谈得知，

这名男子是山东庆云人，今年50多岁，妻子因

病去世，有个儿子正在上高中。为了养家，他

一个月前装着400元钱出门找工作。

男子辗转来到天津小站，干苦力活儿，挣

得不多，很快身上仅有的400元钱花光了。听

工友说黄骅某地招工，男子便坐车来到黄骅，

无奈没有找到工作。此时他身上已无分文，没

钱住宿。他漫无目的地走到后场文化广场，在

广场上待了一夜，一大早人们才发现了险些被

冻死的他。

好心人助他踏上回家的路
男子穿得破烂单薄，又因长时间没有换

洗，身上散发出难闻的异味儿。刘淑贞让公爹

带着他先去洗浴中心洗了个澡，又让公爹给他

买来了秋衣秋裤、棉衣棉裤换上。

天黑了，刘淑贞一家人又掏出700元钱，让

男子先找个旅馆住下，等第二天再坐车返家。

面对男子的遭遇，刘淑贞觉得很心疼。除

了出钱外，她觉得做得还不够，如果能从根本

上解决这名男子的困难就好了。于是，她把给

男子找工作的事儿发到了朋友圈，还给朋友、

同学们打电话。第二天，刘淑贞就收到了回信

儿，有单位愿意接收这名男子。因男子没有手

机，与之联系不上，刘淑贞跑到他住的旅馆，无

奈男子已经离开了。

为了帮助这名落难男子，刘淑贞前前后后

掏出1000多元，但她说，“1000元钱可能就是

咱们普通人去饭店吃两顿饭的钱，但对他来

说，却是救命钱啊，必须得帮！”

据了解，今年28岁的刘淑贞在黄骅市开

发区新林坡电商园经营着一家家居门店，为人

热情，经营有方，在众多电商中表现突出，是大

家公认的“最美创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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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子夜宿黄骅街头险丧命
好心人伸手相救助其回家

通讯员 张金芳
本报驻沧州记者 李家伟 文/图

日前，一名山东籍男子落难黄骅，身无分

文，只能夜宿街头，差点儿冻得没了命。幸运

的是，黄骅好人伸出援手，从死神手里将他拉

回，并掏钱助他回家。

本报驻保定记者 李连成 文/图

独自坐在按摩店的休息室里时，储博戌会偶尔回味着在工地当“大

工”时如何受人敬重，妻儿老小曾在一起过日子的和美温馨。一个保定博

野农村的小康之家，因他眼疾失明，挣扎约九年后，随着妻子的离去，而跌

入困顿的境地。年逾六旬的父母，不得不扛起家庭的重担，除养活一家六

口外，还要供三个孙辈儿读书。其中两个孩子不错的学习成绩，是这家人

生活中的一抹亮色和希望。储博戌想学成按摩后，在博野县城开个店，方

便照顾父母和孩子，也能挣钱养家、供孩子读书。

家庭发生变故带来的失落只有

一家人自己清楚。对三个孩子来

说，爸爸看不见了，妈妈走了，面对

周围村民及同学们的议论，幼小的

心灵承受着家庭变故带来的压抑。

2月5日上午，在位于保定市新

市场街的青杰中医按摩店二楼，储

博戌独自坐在休息室内。记者进来

后，储博戌站起来，准确地指着一个

座位，请记者落座。一年前，储博戌

从自暴自弃中走出，通过熟人关系，

他来到这里学按摩，只需每月交生

活费。储博戌说自己适应了这里的

生活，但有时也会撞门框。

谈到过去的经历，储博戌说着

说着突然大哭了起来。“难为了我

的父母，这么大年纪了还得养这个

家；难为了我的孩子们，他们本该

快乐地过着童年，安静地读书。”储

博戌擦着眼泪告诉记者，他平时最

想的就是家里的三个孩子，最担心

的就是怕家里穷，耽误了孩子以后

读书上学。

储博戌告诉记者，他想学成

后，在博野县城开个店，方便照顾

父母和孩子，也能挣钱养家、供孩

子读书。

所幸，其中两个孩子学习成绩

优异，这也成为这个困顿之家的一

抹亮色。

想开按摩店，赡养父母、供孩子读书

如果没有变故，这趟生活的列

车将在既定的轨道上平稳行驶，夫

妻恩爱，儿女上学，老人安享天

伦。但随着储博戌眼部疾病越发

严重，这趟列车突然驶出了生活的

轨道。

2月5日，储博戌告诉记者，当

初他和工友一起去眼镜店买墨镜，

试戴具有近视眼镜功能的墨镜时，

他发现“竟然这么清晰”，以为自己

只是近视。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

的视力愈发下降，在县城一处建筑

工地砌墙时，“砌好了，就让扒了重

来，总说我砌不直，反复了四五次，

一赌气就回家了。”储博戌说。

28岁那年，家中的双胞胎一周

岁时，储博戌开始和家人商量去医

院检查眼睛，从县城、保定市再到

北京，检查后的结果都显示为青光

眼，且为时已晚，无法手术。

不能去建筑工地工作后，一家

人曾开过蛋糕店，努力挣扎着对抗

生活的变故。也许是看不到未来

的希望，妻子最终选择了离开。这

个农村家庭从小康之家跌入了困

顿的境地。

其实，在见到储博戌之前，记

者曾探访过他位于西墟村的家。

家中除了简陋的家具外，几乎没有

装饰，一面墙上的奖状，让人眼前

一亮。

储博戌的父亲储铁锁今年 62

岁，母亲王巧瑞今年65岁。为了孩

子，两位老人苦苦支撑着这个家，

父亲在工地上当“小工”，母亲在附

近打杂工。去年，父亲不慎从架子

上摔下，折了两根肋骨；母亲还患

有高血压和心脏病。

患眼疾失明，妻子离去，家庭陷入困境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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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到家里的三个孩子和操劳的父母，储博戌大哭。

好心人刘淑贞好心人刘淑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