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报道引起关注，爱心纷纷涌向刘勇一家

十多位市民上门捐款捐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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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聊城 8 月 22 日讯
22 日，本报 C08 版《和

你在一起》报道了刘勇一家
四口租住市区平房，妻子高
位截瘫，刘勇每天早出晚归
开出租车，两个只有7 岁和
3 岁的孩子做家务的艰难境
遇。报道引起众人关注，当
天有 10 多位爱心市民赶往
刘勇家探望，并捐款捐物。

22 上午 8 点半，在城
区上班的张女士致电本报热
线，表示要给这个家庭捐
钱，给孩子买几件衣服。
“看了报道心里很难受，感
觉孩子太可怜了。”张女士
说，两个孩子这么小，却要
担起照顾家庭的担子，让人
心疼。

在聊建集团上班的陈女

士说，一定要去看看这个
家，看看孩子们，“我的孩
子和刘勇家两个孩子年龄差
不多，看了后太心酸了。”
在体育局上班的潘女士表
示，大姐为帮别人高位截
瘫，让人敬佩，一定要帮帮
这个家。

下午不到1 点，在农行
上班的玄女士和同事杜妍、
亚南三人赶到刘勇家，带
500 元钱，并给孩子买了水
果、食品和学习用品。“回
家吃了碗方便面就赶过来
了，利用中午休息时间来看
看孩子。”玄女士说，虽然
钱不多，表达一下心意。

躺在床上的岳佰芹看到
好心人来，感动地落泪，两
个孩子拿着练习本和铅笔爱

不释手。“谢谢好心人，真
是谢谢好心人！”岳佰芹哽
咽着说。

“一定能好起来的，不
管是为了孩子还是为了家
庭，一定要坚强地走下
去。”玄女士握着岳佰芹
的手鼓励她和刘勇。随
后，玄女士和杜妍、亚南
一起帮着收拾房子，拖
地、刷碗，并把刘勇家还
没来得及洗的衣服一一洗
好晾起来。

当天，近 30 位市民拨
打本报热线询问刘勇一家
的情况，纷纷表示要救助这
个家庭。 10 多位爱心市民
到刘勇家探望，送去牛奶、
水果、学习用具等，捐献现
金千余元。

去年 8 月份，聊城降
下一场罕见大暴雨。为
帮 邻 居 给 房 顶 盖 塑 料
布，岳佰芹顺着湿滑的
屋顶重重地摔了下来，
造 成 腰 部 以 下 高 位 截
瘫，大小便完全失禁。

面对高额的医疗费用，以
及年幼的儿女，刘勇无奈
之下想将女儿“卖”与他
人。

9 月中旬，刘勇骑着电
动三轮车来到金鼎商厦附
近，给女儿胸前挂上牌

子，写着“卖孩子”几个
大字。现在回想起来，刘
勇摇头叹气直说没办法。
“每月要花费至少 2000
元，而当时治疗费用已经
花去了将近 3 万元，整个
家庭已经家徒四壁，有什

么办法？”
因妻子岳佰芹高位截

瘫，可能会终生瘫痪，刘
勇希望孩子能过得好一
些。“孩子都是自己的，
哪个父母会狠心卖孩子，
只是苦于无奈。”

家境困难

刘勇曾犯傻要卖女救妻

22 日晚 7 点半，
刚刚下班的市民张女
士急匆匆走出办公
室，到临街商铺挑了
几件衣服，来到刘勇
家。刘勇的女儿小倩
倩看到张女士给她买
的衣服后非常兴奋，
左看看右看看说着
“真喜欢”。

张女士在聊城鸿
发通讯城上班。“上
午看到报道后，觉得
心里不是滋味。”张
女士说，由于工作紧
张，只能晚上下班再
去。张女士下班后，
再三向记者核实孩子
的年龄和身高，“想
给孩子们买几件衣
服，担心买得不合
适。”

晚上 7 点半左
右，张女士来到刘勇

家。此时，刘勇在外
边跑出租尚未回家，
岳佰芹躺在床上和女
儿小倩倩看着电视，
儿子小磊已经睡了。
看到张女士来看望他
们，岳佰芹想叫醒身
边的小磊，但被张女
士拦住了。“别喊醒
孩子了，让他睡吧，
给孩子们买了几件衣
服送过来。”张女士
说着，一边将几百元
钱递给岳佰芹，一边
拿出新买的衣服，招
呼小倩倩试穿。

张女士说，鸿发
通讯城经理知道这个
消息后，打算最近几
天倡议整个通讯城店
铺职工捐款，共同救
助这个困难家庭，希
望他们早日过上安稳
的生活。

市民张女士

晚上下班忙去买衣服

还留下几百元钱

市民黄先生是一
名生意人，22 日上午
看到本报报道后，表
示每天要给刘勇家免
费提供5 斤馒头，先解
决家庭的生活问题。

黄生先说，他在
利民西路大顺发超市
对过开了一家店面，
通过报纸得知刘勇家
的情况后，决定伸手
援助一把。“店里整
个夏天都在为市民提
供免费饮水服务，因
为自己的店面临街，

也方便市民，这次决
定先解决刘勇家的温
饱问题，每天可以给
刘勇提供 5 斤热馒
头，不管刮风下雨，
店铺长期有人，一年
三百六十五天一天也
不会断。”

黄先生说话斩金
截铁，但他拒绝透漏
自己的名字。“为贫
困人做点贡献，都是
应该的，我开这个店
就是要帮助需要帮助
的人。”

市民黄先生

每天免费提供5 斤馒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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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玄女士三人和小倩倩一块洗衣服。

两个孩子接过市民捐
献的学习文具后爱不释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