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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关于“坚韧”的故事

未经世事的9岁男孩经历牢笼一般
的困境，度过成年人都难以想象的6天6
夜，小明用勇敢和坚持，等到了大人永
不放弃的救援。

这就是人类生命的力量，坚韧的精
神力量。

小孩的坚韧，大人的坚韧，共同创
造了这个奇迹。任何一个美丽的结局，
都需要双向奔赴，都需要彼此坚持。

希望小明好起来，成为一名男子
汉。希望小孩负气出走的事情，不再上
演。也希望这则故事里展现的“坚韧”
力量，能够传递。

排水管中救出失联6天6夜的9岁男孩后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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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12日，国网重庆秀山供电公司输变
电运检中心主任瞿秀泉见到了13年前资助
的学生陈桃英。“我对这个娃印象很深，今年
25岁了，跟我女儿一样大，现在她也加入了
我们爱心小组。”瞿秀泉像父亲一样跟陈桃
英拉家常。当了解到陈桃英已经是一个学
校的老师、也在资助困难学生时，他感到非
常欣慰。

瞿秀泉是秀山阳光爱心小组发起人。19
年来，他和身边同事、朋友以及当年的被资助
者一起奉献爱心，资助困难学生。秀山阳光
爱心小组成员也从创立之初的5人，发展到
如今的300多人，成员不仅来自重庆本地，还
有来自新疆、浙江、广东、山东等地的，筹措的
助学资金已超55万元，资助了71名学生。

梦想缘起
用爱心资助填补中学时的遗憾

“我上初中时，班上有个同学成绩名列前
茅，但因为家庭困难读不起书。当时我就想和
同学们一起帮帮他，但最后也没能帮成。要是
能帮上忙，他的人生也许会截然不同。”这件往
事，给瞿秀泉心里留下了不小的遗憾。

1993年7月，高中毕业的瞿秀泉进入秀
山县电力公司工作，负责抄表、检修，服务对象
是山区居民。穿梭在山间，他目睹了当时山区
的贫困状况。最让他难受的，是不少成绩优异
的孩子因家境贫寒被迫选择辍学打工。

2005年，在一次朋友聚会上，瞿秀泉跟朋
友说起自己的所见所感，并表示想帮助这些学
生。这一想法，当即得到了朋友的支持。随
后，瞿秀泉和4名朋友发起成立了秀山阳光爱
心小组。

“爱心小组成立之初成员只有5个人，我
们在QQ群里讨论资助学生的情况，还将财务
收支公布在‘秀山在线’论坛上。”瞿秀泉说，他
专门负责管理爱心基金账目和建立资助名册，
每一笔善款都可以查询。

面对质疑
用真心和坚持获取信任

秀山阳光爱心小组逐渐有了名气，但也面
对着不少质疑。

“他们是真心为了帮助学生，还是为了
出名”“钱捐给爱心小组后，善款会怎么处
理”……

“最开始别人还以为我是骗子民，在捐助
过程中，很多家长也对这种无缘无故的资助表
示怀疑。”瞿秀泉说。

“2009年我曾经想资助一个叫文娇的女
孩，却吃了闭门羹，她爷爷非常怀疑爱心小组
的真实意图，甚至认为我们是人贩子。”瞿秀泉
回忆称，最后还是找了文娇的一个叔叔，由亲
戚来作证，才打消了文娇爷爷的疑虑。“后来老
人家看到我们是真心帮助她孙女，对我们态度
可好了，还到处宣传我们小组。”每个月，瞿秀
泉会把生活费送到文娇家中，很多乡亲看到这
一幕，也改变了对爱心小组的看法。

除了信任问题，爱心小组自身也面临不少
问题。如团队成员都是兼职参与，时间和精力
有限，有时候很难按时完成资助任务；根据学
生的生活费用情况，资助金额从最初的200元
到现在的500元不等，这笔支出对爱心小组来
说是个不小的负担。此外，有些学生家住偏远
山区，需要花费很长时间才能赶到。

“19年来，爱心小组成员走了不少人，但
仍有70多人坚持了下来，受助学生在困境中
努力改变命运的精神鼓舞着我们留下来。”爱
心小组创始成员杨军表示，“只有坚持才能看
到改变，因为我们的资助，很多孩子走出大山
上了大学。一点善举，或许就可以改变别人的
一生。”

梦想延续
曾经的受助者也成了志愿者

如今，除了来自五湖四海的爱心援助，最
让瞿秀泉感动的，莫过于那些受过帮助的孩
子，如今也在延续着这份善意的传递。

陈桃英由养父一人带大，父女俩靠种地、
养牛维持生活。在爱心小组的资助下，她顺利
完成了高中学业，2019年考入重庆移通学院。

“本来按照规定考入大学后资助就会终
止，但我家情况特殊，根本就拿不出大学学
费。”令陈桃英感动的是，爱心小组了解到情况
后，就决定继续资助她直到大学毕业。

“现在我也有了工作有了收入，也要像他
一样多帮助困难学生，把爱传递下去。”陈桃英
表示，如今她也经常开导一些困难学生不要自
卑，并用自己的经历鼓励他们努力前行。

现在在中铁十四局工作的吴启军是瞿秀
泉资助的第一个学生，大学毕业后就加入了瞿
秀泉创建的爱心小组，希望能回馈社会帮助更
多的人。“我平时都在工地上跑，闲的时候会通
过互联网给一些困难学生学业上的指导。”吴
启军称。

瞿秀泉说，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全面胜利
后，农村儿童教育情况大为改善，秀山阳光爱
心小组也开始将工作重点转向关注留守儿童
的心理健康，努力为留守儿童创造学业有教、
亲情有护、安全有保的良好成长环境。

秀山阳光爱心小组19年资助71名学生

“一点善举，或许就可以改变别人的一生”

一名9岁的男孩，冬天被卡困在排水管6
天6夜，140多个小时，最终坚持等来了救援
（见本报1月12日8版《男孩失踪6天 民警排
水管中将其找到》）。

“别说小娃儿，就算是成年人，能坚持下
来，都是一种奇迹。”孩子找到后，不少市民发
出感叹。

他是怎么走丢的，怎么会卡在排水管，特
别是这6天是怎么坚持下来的？1月16日，记
者见到了9岁男孩小明（化名），倾听这位坚强
少年吐露心声。

负气离家
他想通过排水管抄近路被卡

1月16日，获救后的第5天，小明躺在病
床上，上衣只穿了一半，右边胳膊露在外面，肩
背部大片的擦伤让他没办法舒服平躺，“一躺
就疼。”这些擦伤正在结痂。

外婆在照顾他，稍稍掀开被子露出孩子
的双脚，可见多个脚趾尖上的淤血还未褪
去，“还有些伤，好在娃儿现在精神还可以，
吃饭什么的也在慢慢恢复正常。”比起前几
日找不到孩子时的焦虑，现在的情况已经让
家人欣慰多了。

外婆回忆，自己是1月5日晚上8点左右
报的警。当晚，警察和邻居就开始寻找，鱼洞
派出所迅速启动失踪失联工作机制，民警当夜
拿着小明的照片挨家挨户走访。

但没有人见到失踪的孩子，附近摄像头的
监控画面里，也未发现小明行踪。警方对小明
家后山化粪池、水池等地方，一直搜索到第二
天凌晨五六点，仍未见孩子踪迹。

孩子如同凭空消失一般，他到底在哪？
“我跑出来那天晚上，迷路了。”小明回忆，

1月5日，因和外公吵架，自己负气出门，“当时
很生气，就不想回家。”对于自己的不懂事，小
明心存愧疚。

至于离家后的情形，小明对怎么跑到排水
管的细节已记不清。他家住在巴南区一个村
里，附近多是田坎和土路，除了公路路牌，并无
其他特别标识。

漫无目的地走了一下午，天色越来越暗。
当小明打算朝熟悉的地方走时，却发现自己已
经迷路。“周围不熟悉，也找不到回去的路，只
有乱走。”

小明回忆，天快黑时，他看到坡下有公
路，于是打算到公路上去。坡上没有直达公
路的小路，但小明发现了一处排水管，“我从
上往下看，洞是通的。”他准备从这里抄近路
下坡。

小明跳进管里，原以为会像玩滑滑梯一样
顺利滑下坡。谁知，就在双脚刚滑出下方管口
的位置，他被卡住了。下面的出口太小了，仅
能通过双脚，身子却不行。

他尝试着用力往下钻，发现不行；又试着
往上爬，也不行。他开始大声呼救，但渐渐就
没了力气。“很累了，我就想先在那儿睡一觉，
醒来再说。”此刻的小明，不知道自己的家人，
还有警察和邻居，正心急如焚地寻找他，更不
会料到自己会在排水管里卡上6天6夜。

无力回应
他曾多次听到有人叫自己名字

醒来时，已是第二天上午。小明又一次次
想办法爬出排水管。

过程中，手脚多处被划破。身上只穿了一
套厚睡衣的小明，被管道壁磕碰出大大小小的

伤口和淤青，肩膀后方皮肤被擦掉一大块。
“我当时没哭，就一心想着爬出去。”累了，

他就休息一下再尝试。
但管内直径小，管壁滑无处借力，接近6

米高的排水管，让努力攀爬的小明，除了新增
伤口，离上方管口的距离始终那样遥远。

排水管之外，搜寻一直在持续。小明爸爸
妈妈、外公外婆凌晨四点就出门继续寻找，扩
大寻找范围、散发寻人启事、上网求助……为
人父母的，面对自己的孩子走失，当然会拼尽
全力、想尽办法去找！

与此同时，巴南区公安分局成立了专门的
搜救工作组，重庆市公安局刑侦总队拐卖案件
侦查支队支队长樊劲松也赶来支援，北碚刑侦
支队8名专业民警则带着4只警犬在小明家附
近开始搜山。

除了公安、消防等部门，巴南区蓝天救援
队、民间救援队、志愿者等也纷纷加入搜寻队
伍，人数最多时达上千人。

小明所在村子，家家户户基本沾亲带故，
大家都放下家里的活儿出门寻找。小明年近
七十的大外公大外婆（尊称），也蹒跚着从早找
到晚。

“小明！你在哪儿？”此后几天，小明家附
近几公里，一直都能听到搜救人群的呼喊声。

其实，搜救人员几次到过卡困小明的排水
管附近。

“我听到好几次有人叫我的名字。”最开
始，小明会在管中尽力呼喊拍打，但没有被人
发现。后来因为又饿又困，即便听到也没有办
法回应了。

外婆说，自己曾多次在排水管附近寻找呼
叫，但从来没有听到过孩子的声音。

家人的爱
让他坚信自己会被找到

精疲力竭的小明，困在排水管里，已没了
时间概念。随后几天，白天黑夜的转换，在小
明眼里，只是头顶管口处的光影变化。“有的时
候会下点雨落下来。”但这些雨水，也只能稍稍
打湿孩子的嘴唇，以及增加寒冷。

“我没放弃！”躺在病床上的小明，回忆起
自己怎么熬过6天6夜时，声量提高了点，“我
想家，想爸爸妈妈。”小明说，他快撑不下去的
时候，就会想爸爸妈妈、外婆和姐姐，想外婆和
妈妈做的野菜馅锅贴饺子。

“我坚信爸爸妈妈在找我。”尽管是和家人
吵架负气出门，但支撑他坚持下去的，仍然是
家人日常给予他的爱。

和小明在排水管里没有放弃求生一样，外
面的人也从未放弃寻找。

拉网式排查一直在持续。1月11日一大
早，巴南区公安分局联合鱼洞街道、花溪街
道、莲花街道以及干湾村村民、新华村村民等
各方搜救力量，对整座云篆山北麓可能存在的
洞穴、悬崖峭壁等此前搜寻的“盲区”继续拉网
排查。

就在大家担心失踪多日的孩子是否已经
发生不可挽回的悲剧时，转机来了。

第一个发现小明的，是鱼洞派出所辅警刘
爽。当天，他和同事来到了排水管附近，那里
平日人迹罕至，视力不错的他发现管口附近

“似乎有什么东西动了一下。”
快步下到排水管底部，刘爽发现，那是一

双脚，小腿和脚掌露在排水渠外，鞋子已经挣
脱，袜子、裤子也磨破了。

“孩子，听得到吗？不怕，警察叔叔来了！”
他们一边呼喊一边赶紧脱下外套，将孩子双腿
裹住，并呼叫支援。

被困6天后，小明终于重见光明。
经过几天救治，各项身体指标日渐恢复，

体重也慢慢增加。这几天，家人都陪在他身边
与他聊天。外婆感觉，小明长大了不少，说话
像大人。

“爸爸妈妈告诉我，很多人去找了我，外
公外婆找我，还有很多叔叔阿姨以及警察叔
叔。”说到警察叔叔，小明回忆起自己被救出
来时，看到了消防救援人员和民警的制服，和
他梦想中的一模一样，“他们救我，保护我，长
大了我也要去保护别人，去救别人。”

结合医生的建议，目前，小明一家人正努
力让孩子回归正常生活。

“坚信爸爸妈妈在找我，我没放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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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明身上有多处擦伤。

（本组文/图 新重庆-重报集团全媒
体记者宋剑、石亨）

□新重庆-重庆日报首席记者 陈维灯

“香椿苗又长出来了些，长得好这个春天能摘好几
茬。”1月16日，铜梁双山镇寿桥村一块田地里，村党
支部书记戴霞正在查看香椿长势，“按照目前的市场
价，村里的香椿上市后村集体能增收近10万元。”

8年前，28岁的戴霞主动放弃在城里的工作，作为
本土人才回到寿桥村，并于2019年7月被推选为村党
支部书记。

寿桥村地势低洼，三面环山，以前只有一条双宝
（铜梁双山镇至大足宝顶镇）公路穿境而过，群众出行
极为不便。

在任村支部书记之前，戴霞就倡议并牵头组织7
个村民小组92户群众，筹集35万元资金，修建了全村
第一条水泥路。如今，寿桥村已修建公路20.6公里，
实现了全村组组、户户通公路。

在基础设施不断改善过程中，戴霞又逐步组织村
民，充分利用寿桥村阳光充足、土壤优质、天然水源充
沛的优势，采取“大户+农户+集体”的模式，成立润稻
水稻种植专业合作社，整合村民土地330亩推广优质
水稻种植，实现水稻年产量190余吨、产值50余万元。

随后，戴霞又多方协调，将村里废弃了30余年的
砖厂改造成200余平方米的乡村振兴车间用于大米加
工，每年为村集体增收50余万元，带动20余名村民
就业。

去年底，在双山镇党委领导“四下基层”调研中，戴
霞提议在双山镇主导产业樱桃之外探索集体经济新的
增长点，并结合村民意见建议发展香椿产业。

双山镇还结合“四旁植树”项目，综合利用集体、
大户和农户“四旁”空闲地栽植香椿6万余株，其中寿
桥村就超过1万株。“相较于传统香椿，这种香椿品种
更加优化，产量高、好管护，一个春天能摘5茬，适合
劳动力较少的农村地区种植。”戴霞介绍，香椿的市
场价格较高，根据采摘时间不同，价格在每斤20元至
50元。

不仅如此，近年来寿桥村还陆续建成300亩蔬菜
基地、20亩蔬菜大棚、50亩小水果基地，村集体纯收入
每年增加4.5万元，集体经营性收入从2019年的4.9
万元增加至2023年底的69万元。寿桥村从交通闭
塞、发展落后的小山村，已蝶变为产业兴旺、环境宜人、
生活舒适的和美乡村。

铜梁区双山镇寿桥村党支部书记戴霞：

发展产业助农增收
小山村变和美乡村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周传勇

1月16日，记者走进大渡口区跃进村街道东正社
区，只见路面干净整洁、车辆有序停放、绿植疏密有致，
各类文化涂鸦为社区增添诸多趣味。其中，一面名为

“光阴的故事”的展示墙格外引人注目，上面展示着社
区前后环境对比：一块块杂草地变成了运动场、小公
园，破旧的水泥路变成了平坦的柏油路，老旧小区换上
了“新衣”……

小小一面墙记录着东正社区的“前世今生”，也述
说着该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程家群13年的坚守
与付出。

东正社区是重钢集团搬迁后遗留下的职工家属
区，90%的房屋建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一度环境脏乱
差、基层治理无序。2010年，程家群担任东正社区党
委书记、居委会主任，如何解决这些问题，成为她面临
的难题。

“首先得解决硬件配套问题，挣足‘面子’才能提
升群众幸福感。”程家群说，整改需要大量资金投入，
而社区主要的收入来自于停车收费。但东正社区是
老旧社区，因早年没有规划停车位，车主习惯将车辆
随意停靠，甚至占用消防通道，成为社区治理的一大
阻碍。

为解决乱停车问题，优化停车场并增强盈利能
力，2018年，东正社区开始对停车场进行改造。“当时
我找了区公安分局来帮忙确定摄像头的安装位置，
区消防支队来指导消防通道设置，还请了三方公司
来谋划如何整体改造。”程家群说，经过9个月的努
力，停车场改造终于完成，根据居民停车需求规划了近
230个停车位，并制定了收费明细。如今，社区畅通
了，停车场每年产生的收益达60万元，比改造前增加
了近20万元。

停车场的改造为小区整体环境改善奠定了基础。
“辖区内的小区一直没有专业物业来管理，基础设施十
分老旧。”程家群说，每年社区收取的物业管理费约12
万元，而每年支出约25万元，这样的收支差，没有物业
公司愿意来接手。

2019年，程家群牵头成立物业服务站，建立了以
自治物业管理议事会、自治物业管理小组和自治物
业管理监事会为核心组织的社区物业架构。“社区的
环境整治、配套建设以及后续管理由服务站负责，并
发动居民自觉维护，共同治理。”程家群说，社区内的
许多老旧房屋、废弃场地等在服务站建立后都得到
改造利用，老小区有了新样子。

“2022年，东正社区成为大渡口区第一批开展老
旧改工作的社区，加速了社区的蜕变。”程家群说，如今
社区环境好了、配套齐全，“面子”十足。

社区发展要有“面子”，也要有“里子”。“目前社区
正在建设网格党群服务站，并筹备打造‘向阳花开、多
彩未来’党建品牌，希望在社区形成一种‘向阳文化’，
推动居民为自己的生活、为社区发展努力奋斗。”程家
群说。

此外，针对老年人、少年儿童较多这一情况，程家
群发起成立“家群社会工作室”，定期开展“家在东正、
爱满老人”“梦想书屋”关爱儿童计划、儿童好习惯培养
等社工服务项目，营造敬老爱幼的氛围，“让社区不仅
好看，更要有爱”。

大渡口区跃进村街道东正社区党委书记程家群：

她让社区发展
有“面子”有“里子”

学思想 强党性 重实践 建新功

担当作为好支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