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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哥导读：每天早上，孙圣菊都会买上两份菜，
一份给哥哥俞登友送去，一份留着自己吃；每天晚
上，她忙完家里的事都要到哥哥家去，打扫卫生、洗
洗衣服……30 多年来，孙圣菊都是这么照顾着同
母异父的哥哥，因为他自幼患智力残疾，不认识钱、
容易走丢、还经常在外惹麻烦，“我一点儿也不觉得
他是个麻烦。”

经过：家住合肥市蜀山区仰桥社区的孙圣菊今
年54岁，哥哥俞登友今年68岁。“他是我同母异父
的哥哥，从小他就智力残疾，经常胡言乱语，不识
数，还爱和人吵架。”原来，俞登友的父亲在他很小
的时候就去世了，后来母亲带着他改嫁，生下了孙
圣菊。因为智力残疾，之前一直都是母亲照顾着俞
登友。没想到，1989年，母亲去世了，自那时起，俞
登友同母异父的妹妹孙圣菊就接过了照顾他的任
务。“他一个人太可怜了，我想多照顾他一点。”孙圣
菊说，因为哥哥需要人照顾，她在找对象时给自己
定下了一个原则：不远嫁。后来，孙圣菊真的和住
在附近的爱人结婚了，听说她家里的情况，爱人没
有反对，并且无条件地支持她继续照顾哥哥。这么
多年来，由于哥哥没有成家，离不开人照顾，孙圣菊
只能四处打零工，后来由于孙子需要人接送，她索
性辞职在家照顾两家人。

2006年，两人换了新的地方居住，分别住两套
房子。每天早上，孙圣菊都要买好菜给哥哥送去，
中午烧好吃的也要给他送过去尝一尝，晚上去帮他
洗衣服，只要一有时间，她就去帮哥哥收拾家。“他
在外面闯祸，我得跟着去赔礼道歉。”孙圣菊告诉记
者，俞登友对她这个妹妹有点“害怕”，因为妹妹经
常管着他，跟他说道理，“他只要闯了祸，都会让别
人‘别告诉我妹妹’。”在孙圣菊的精心照顾下，俞登
友这么多年没有发生过意外，但由于岁数越来越
大，这两年俞登友的腿脚关节开始疼痛，行动越来
越不便。前段时间，俞登友因为腹部胀气住院观
察，孙圣菊一家人轮流值班照看他。“今年 5 月，刚
审核通过享受A类低保户政策。”孙圣菊最喜欢的
时候就是过年，一家人聚在一起特别热闹，哥哥也
会格外开心，“我会帮他准备好红包，让他包给晚
辈，他那时候最开心了！”

星哥点评：对于世界而言，你只是一个求存者，

但对于重要的人来说，你便是温暖的世界。苦心照

料30年，她为社会树立了道德的榜样，星哥为她的

坚持点赞，为她的善良点赞。如果人人都能奉献一

点爱，社会将会变成美好的明天。

▋葛佑平 胡正球 记者 沈娟娟

星哥导读：9 月是各大高校陆续开学迎新的
日子，日前，安徽建筑大学迎来了一位特殊的大
一新生——坐在轮椅上的曹天宇被妈妈推着前
来报到。合肥男孩曹天宇今年高考以527分（超

一本线40分）的优异成绩被安徽建筑大学计算机
科学与技术专业录取。曹天宇从小患先天性肌
肉萎缩症不能行走，只能依靠轮椅。从小学开
始，妈妈就陪着他上学，如今，妈妈又推着他迈进
了大学。

经过：据了解，曹天宇一岁时，妈妈发现他两
条腿站不稳，当时医生诊断为缺钙。在补了一年
钙之后，妈妈发现孩子依旧不能走路，只能靠墙
站立。于是，一家人带着曹天宇四处求医，跑遍
北京、南京、沈阳、上海等地，最终小小的曹天宇
被确诊为“肌肉萎缩症”。医生还表示，随着年龄
的增长，孩子的症状会越来越重，最终将失去行
走能力。到了上学的年纪，曹天宇没办法像别的
孩子那样奔跑、蹦跳，妈妈就牵着他的手，送他上
学放学。初二那年，曹天宇不慎摔倒，造成了右
腿骨裂，从此，他只能坐在轮椅上，上学放学都需

要妈妈推着轮椅接送，牵着妈妈的手缓慢地行
走，也成为了美好的回忆。

“上大学对于孩子自己是相当不容易的，我
们也很满意。”曹妈妈说，因为患肌肉萎缩，曹天
宇的手指不能像正常人一样灵活使用，每次吃饭
都很困难，更不要说写字。每次写字超过一个半
小时，他的手指就会抽筋，写字变得非常艰难。
所以每次考试是他最煎熬的时候，为了考好一
点，他不得不与时间赛跑，尽快做题。克服重重
困难，曹天宇今年高考以527分（超一本线40分）

的优异成绩被安徽建筑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专业录取。

报到当天，曹天宇还没到学校，电信学院
的志愿者就已经在报到处等候着他。在录取
之前，学校就了解到他的情况，并为此出台了
系列措施确保他能顺利入学。考虑到轮椅行
动的不方便，在暑假期间，学校后勤集团特地
安排了一间一楼的宿舍，并对楼道进行了改
造，专门修建了无障碍通道方便轮椅出行。“从
小我就陪着他上学，也一直在外面租房子住。

这次学校给我们专门安排一间宿舍，真的非常
感谢，也为我们减轻了很多负担。”得知学校
为曹天宇和曹妈妈单独安排了一间带有独立
卫生间和阳台的宿舍，曹妈妈一展愁容，连忙
表示感谢。

除此之外，学校教务处考虑到曹天宇的特
殊情况，将其专业所有课程教室安排在一楼，同
时学校也为他减免了一半的学费。安徽建筑大
学电信学院党委副书记孙长城表示：“绝不让他
在学校的生活出现困难。”“我觉得大学蛮好的，
到处都能感受到温暖。”曹天宇笑着对记者说，
学习还是最重要的，希望能够不辜负父母和老
师的期望。

星哥点评：为自强不息的曹天宇点赞，为温

暖人心的学校点赞。德治教化，在细节处显教

育，这样的大学正是勇担社会责任的现代大学。

星哥在这里想要告诉每一个身陷困难的人：别

怕，整个世界，都在为你鼓舞。

▋记者 于彩丽

励志！合肥“轮椅男孩”圆梦大学
暖心！学校将其课程安排在一楼教室

不敢远嫁，苦心操持两个家
她照顾同母异父哥哥30年

面对“人贩子”
17个孩子仅1人说“不”
一场防拐模拟实验“试”得家长心慌慌

星哥导读：面对志愿者所扮演的“人
贩子”的甜言蜜语哄骗，17 个 3~5 岁的孩
子仅1人说“不”。9月16日，一场防拐模
拟实验在合肥市森林海小区上演，面对这
个测试结果，家长们不由得心慌。

经过：9 月 16 日上午，4 岁男孩毛毛
（化名）来到模拟实验指定地点，“宝贝，妈
妈有点事，得回家一趟，你在这里等我，我
马上就回来。”在妈妈的劝说下，毛毛同意
留在原地。随后，由志愿者扮演的“人贩
子”走到毛毛面前，“宝贝，你蹲在地上干嘛
呀？”毛毛不假思索地回答道：“我在看蜈
蚣。”面对志愿者“阿姨带你一起去找蜈蚣”
的邀请，毛毛欣然与其牵手离开。短短10
秒钟，毛毛便全然忘记妈妈让其留在原地
等待的叮嘱，被“人贩子”哄走。两人没走
几步，另一位扮演“好心人”的志愿者主动
提醒毛毛，“宝贝，你认识她吗，你怎么能和
陌生人一起走呢？”紧接着，民警赶来，毛毛
赶忙上前牵着警察叔叔的手离开。

“宝贝，你妈妈呢？阿姨带你去找妈
妈，好吗？”3岁女孩悠悠（化名）在指定区
域等妈妈时，志愿者扮演的“人贩子”主动
上前套近乎，“我不认识你，我不能跟你
走。”悠悠坚决拒绝。“你妈妈手机号多少，
我们给妈妈打个电话，然后一起去找妈
妈，好吗？”志愿者再次“出招”，“不去，我
妈妈让我在这儿等她，我哪也不去。”悠悠

再次拒绝。“阿姨也住在这个小区，想去物
业办个事，你能给阿姨带个路吗？”“我不
认识，我不能离开这儿，我要等妈妈来。”
悠悠第三度表明“坚决不走”，针对悠悠的
模拟实验最终以失败告终。

据了解，这场模拟实验由翠庭园社区
发起，在参加实验的 17 个孩子中，仅 1 人
说“不”，在成功“被骗”的16个孩子中，无
一人对主动搭话的志愿者的身份表示质
疑，甚至在看到“好心人”和警察后，也无
一人主动求助。负责扮演“人贩子”的志
愿者方楚威说，希望通过这场防拐模拟实
验，教会孩子们如何分辨好坏陌生人，如
何寻求帮助。

星哥点评：辖区社区民警谢青松全程

参与并观察了这场防拐模拟实验，他对星

哥表示，“家长们重视向孩子灌输防拐防

骗知识还远远不够，还应培养孩子的自救

能力，比如，面对陌生人和危险，如何求

助，向谁求助。”“如今，诱拐招数层出不

穷，不同的场所、场景，要采取不同的自

救策略，家长要教会孩子‘见招拆招’。”

谢警官说，比如，最近开始出现人贩子冒

充“制服”人员哄骗孩子，“面对这样的骗

局，孩子可以提出打110验证对方身份等

方法防止被骗。”

▋唐志强 孙雨静 记者 马冰璐 文/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