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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选人简介：

李红珍，37 岁，党员，安徽农

业大学继续教育学院管理部副主

任。

她相夫教子、孝敬父母、帮助邻里、乐于助人。

从2007年开始，一直资助岳西县贫困山区的沈岳安

小朋友；2008年参与了琥珀小学组织的肥东县撮镇

中心小学留守儿童当代理妈妈活动，成为一位小姑

娘张红的代理妈妈。她就是安徽农业大学继续教

育学院教学管理部副主任李红珍。

看到这个孩子很心疼
2007年，李红珍就开始资助贫困山区的孩子沈

岳安。“那时候儿子刚上一年级，沈岳安上二年级，

年纪相仿，看到沈岳安的第一眼，我就感到很心

疼。”

据李红珍介绍，沈岳安母亲在他很小的时候就

去世了，父亲也有残疾，一直在外地打工，沈岳安跟

着爷爷生活。“贫困对于沈岳安来说，不是最重要的，

从小失去母亲才是这个孩子内心最脆弱的地方。”

李红珍不仅资助了沈岳安，而且还是肥东一位

小姑娘的代理妈妈，“张红是肥东县撮镇中心小学

的一位留守儿童，也是经常见不到自己的父母，成

为她的代理妈妈后，基本上每个星期我都会给她打

电话，因为我深知，母亲在孩子心中的分量。”

最好的方法就是言传身教
说起李红珍的儿子，很多人都会竖起大拇指，

虽然她在单位负责成人函授与业余教育教学管理，

工作很忙，但是11岁儿子在她的教育下，德智体美

全面发展，今年还当选为合肥市“四好少年”。说起

如何培养孩子，有什么秘诀，李红珍用了四个字来

总结，就是“言传身教”。

“孩子天生活泼、爱玩，如果不给他创造一个好

的环境，他也就会放纵自己。譬如说，我们三口在

家的时候，孩子做作业，我们父母也不会进行娱乐

休闲，也会陪着他，一起看看报纸、看看书，这样，言

传身教，孩子就会变的自觉。”

“自己带动孩子，用自己的言行举动、家庭氛围

来感动孩子、影响孩子，这才是教育。”李红珍称，

“尤其是帮助沈岳安这件事上，孩子受益匪浅，每当

他遇到困难，他就会说，岳西县的小哥哥那么坚强，

我遇到的这些问题根本算不上什么。”

记者 祁琳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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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宁玲的办公室能放东西的地方，几乎都被占

用了，患者都非常喜欢王宁玲，患者都是将最喜欢

的东西存放在她的办公室里，工作时，也就是被多

名患者包围中。她的患者没有大小之分，也没有贵

贱之分，所有的患者都是她的孩子，她是所有患者

的“王妈妈”。

面对死亡，选准血液病进行攻击
1983年，王宁玲从学校毕业后，就进入医院工

作。在王宁玲的记忆中，刘平（化名）的死亡，让她

坚定的选择了血液病的研究。20多年前的一天，刘

平因为患有血液病住院。同病房的患者死亡，刘平

仿佛自己的死期也快到来。刘平散心时，路过护士

站看到几位护士一边吃东西，一边大谈刚刚去世的

患者，这给了刘平很大的打击。第二天，刘平一见

到王宁玲抱着她大哭，一边哭、一边说着自己内心

的痛苦。刘平临终时对妈妈说：“想见王宁玲医

生。”王宁玲迅速赶到刘平面前，送他走最后一程。

从此，王宁玲暗下决心，选择血液病进行攻击。

儿童白血病，治愈率80%
一次偶然的机会，王宁玲走上了从事儿童白血

病的岗位。今天儿童白血病已经不是不治之症

了。王宁玲说，只要通过规范的治疗，治愈率可以

达到80%。王宁玲说，作为母亲、作为医生，如何让

一个个孩子能够得到科学的治疗，继续健康生活下

去，成为她工作的重点，奋斗的目标。

创立爱心基金，成立“小战士”
为了帮助患者筹钱继续治疗，王宁玲拿出自己

的钱来资助贫困白血病患者，终于创立了安徽省儿

童白血病医疗救助资金，目前已经救助15批近50

名患儿，资助费用约35万元，全部是社会募集。

安医二附院的儿科病房里，设立了白血病儿童

活动室，由志愿者协会定期到医院给孩子陪读，让

孩子们在这里愉快的治疗。

为了减少放弃治疗，在王宁玲的努力下，成立

了安徽生命小战士会。这个安徽生命小战士会的

主席就由当年患有白血病，被王宁玲医治好的蒋海

平担任。蒋海平 5 岁患白血病，在王宁玲的医治

下，目前已经恢复得非常健康，如今就快要成立自

己的小家庭了。

记者 王玉 文/图

候选人简介：

王宁玲，50岁，九三学社，安徽

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儿科主任，

从事儿科临床工作 27 年，创立安

徽省儿童白血病医疗救助资金，成

立了安徽省生命小战士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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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选人简介：

吴忠兰，52岁，丈夫因脑干出

血偏瘫，两个小叔子患有精神病。

她用自己的付出，给了一个念书的

孩子、三个残疾人一个温暖的家。

自从2006年丈夫脑干出血导致半身不遂，吴忠

兰就没过过一天舒心日子。一家五口，三人残疾，

再加上一个还在念书的儿子，一大家子的经济来源

除了政府补助，就只有吴忠兰出去做家政获得的微

薄工资。52 岁的吴忠兰却用行动证明,撑起这个

家，她能行。

20平米老房用木板隔出两间
吴忠兰的家是一间老房，不到20平米的房子用木

板隔成了两间房，吴忠兰的丈夫就躺在外间的床上。

“他（指丈夫）2006年生病之后，时刻都要人照

顾。那时儿子还在上小学，为了不影响他晚上休

息，就用木板把房子隔成了两半。”吴忠兰的丈夫

2005年突发脑梗塞，第二年又诱发脑干出血导致半

身不遂，身体的右半部分瘫痪，直到现在生活仍不

能自理。

偏瘫丈夫和两个精神病小叔子
除了偏瘫的丈夫，吴忠兰的两个小叔子也跟他

们生活在一起。两个小叔子有精神病，公公婆婆早

年都去世了，现在他们都和吴忠兰一家一起吃饭。

每天五口人等着吃饭，仅靠政府救助肯定不

够。“以前我上午帮别人烧

饭，下午就出去干钟点工。”

吴忠兰口中的“以前”，是丈夫生

病之前；丈夫生病之后，因为一

刻都离不开人，吴忠兰只能抽空下午

去帮别人做家政。

不希望儿子同学嘲笑他
吴忠兰的儿子今年17岁了，在合肥一家

学校念经济管理专业。

她说儿子很懂事，平时在家的时候，会帮她做

家务，也能照顾丈夫。吴忠兰说，儿子是她最大的

安慰。

临走时，记者想给吴忠兰拍张照片，吴忠兰犹

豫了半晌，告诉记者她不希望儿子的同学在报纸上

看到之后，会嘲笑儿子家境的贫寒，“儿子要面子，

我怕他自尊心会受不了。”

记者最终拍了一张吴忠兰正在洗衣服的照

片。她说今天太阳好，正好把两床被子拆了洗洗。

简陋的厨房里，记者镜头中正低头搓洗被子的吴忠

兰，头发早已斑白。 记者 李皖婷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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