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家事多舛
六口之家近年连遭不幸

“最近来自五莲的一位六旬老人
来青大附院看儿子，为给儿子筹集费
用，开始卖字。在文化街买笔墨纸砚
时，得到店主无偿帮助——为他提供
所有文具，提供地方写字和免费午
餐，店主还在朋友圈发起帮助倡议，
得到好心人响应。老人街头卖字也
遇到众多好心人帮忙，让老人一家人
感受到青岛的浓浓爱心！”日前，在青
岛晚报官微后台留言中，这条留言格
外引人关注。7月22日，记者辗转联
系上留言提到的老人牛西平，在古今
斋听他讲述了近几年的经历。

老人告诉记者，以往自己和老伴
以种菜为生，一亩薄地每年毛收入不
过5万元；35岁的儿子在家门口的汽
车板簧厂工作，每月收入 3000 元左
右；儿媳前些年主要照顾两个年幼的
孩子，闲暇时打打零工。一家人虽不
富足，倒也和睦融洽。然而，天有不测
风云，“2010年，我打零工时不小心从
电线杆摔下来，两节腰椎骨折，医药费
花了 5万多。2012年，我小孙女刚两
岁，从三轮车摔下来，右眼皮刮掉，眼
球露在外面，治了很长时间，花了3万
多；2014年，我老伴儿被三轮车撞伤，
肋骨断了好几根。那段时间，真挺不
容易的。”小家庭连遭变故，家人并未
怨天尤人，继续勤勤恳恳打工种地，
从2016年起，日子慢慢有了起色。

“前几个月，儿子胳膊上长疙瘩，
越来越厉害，去镇医院看，大夫让他
赶紧来青岛看病。来青岛一查，是淋
巴细胞白血病，唉……”说起儿子的
病情，老人语气哽咽，而医生说治疗
费用至少 100 万元起，压得这个小家
庭透不过气来。

卖字筹款
老人连遇好心人暖心事

7月 19日，听说正在进行第二次
化疗的儿子高烧不退，心急如焚的牛
西平带着小孙女当即从老家赶到青
大附院探望。基于防疫要求，无法进
入病房，老人只能站在住院楼下抹着
泪，远远望着儿子的病房，给儿子、儿
媳打了通电话。走出医院，他看到门

口有人支着小牌筹集治疗费，有书法特长的老人萌生了卖字救儿的想法。
“儿媳妇的妹妹小吕住在青岛，她说昌乐路有卖文房四宝的，我

就马上往这赶。”当天下午，老人在儿媳妹妹吕利利的陪伴下从利津路
车站下车，站在五岔路口，两人有点犯迷糊，随机找了位路人打听，没
想到对方直接把他们送至昌乐路。“大姨把我们送到后，转头向相反方
向走了，我们才知道她不是顺路，而是专门送我们。”吕利利说，偶遇的
青岛大姨给初来乍到的牛大叔带来了第一份感动。

当时牛西平没想到，青岛市民带来的感动还会继续。他偶入古今
斋购买笔墨，店主佟付军了解到老人家中的情况，主动提出免费提供
文房四宝和书写场地。第二天，老人如约来到店里，发现笔墨纸砚、扇
面和书案早已准备妥当。他还没想到的是，扇面创作没多久，自己就

“开张”了——中国海洋大学退休教授周德坚来店里，听校友佟付军介
绍了牛西平的情况后，将身上仅有的300元现金给了他。“周教授当时
说：‘小老弟，钱你拿着，扇子我不要了，你留着卖给别人。’我真不知道
说啥好了。”回忆初来青岛遇到的这些人和事，牛西平感动不已。

尽己所能
热心店主伸出援助之手

记者采访牛西平时，作为这个爱心故事的“主角”之一，佟付军一
直默默坐在店内的角落里，不多言语。只在老人和吕利利提到他时，
腼腆地笑笑，摆摆手，示意不要提他。

“其实也没啥好说的，这就是我和牛大叔之间的缘分吧。”佟付军告诉记
者，19日老人来到店里想买笔墨，写字拿出去卖。习惯了多了解顾客需求，以
便更好提供服务的他就跟老人多聊了几句，“没想到这一聊，就聊出了‘故
事’。”细心的佟付军建议老人书写扇面，在夏季更便于售卖。考虑到老人借
住在吕利利家，没有合适的书房，便邀请老人来店里用他的书案写字。

“佟老板一家人太好了。他专门给我刻了名章，印在扇子上；中午
还给我和小孙女提供免费的午饭。小孙女被蚊子咬了，他们就马上找
药膏给擦上。”牛西平把佟付军一家人的好都记在心里。佟付军则说，
每日与文房四宝打交道，浸润于中国传统文化，理应如此。尽己所能
为老人做的一切，也不过是举手之劳，而且，“这种方式是让大叔感觉
在凭自己的能力赚钱，而不是单纯地求助。”

翻开佟付军的微信朋友圈，记者看到，19日时他便在圈内发布了
帮助老人售卖美术成扇的消息。随后，他的好友们纷纷主动联系捐款，
朋友赵贝等还专门跑到店中向老人求字。采访中，佟付军打开了自己的“小账
本”，哪些朋友分别向老人捐赠了多少钱记得清清楚楚，每一笔善款的转账记录
也都存在手机上有据可查。

“他这个人一直都是这样。”佟付军的妻子徐淑蓉对于丈夫的做法
丝毫不感到意外，因为平日里佟付军就是一个乐于奉献爱心的人。从
抗击疫情，到河南暴雨事件，他都曾号召文化圈的好友进行义捐义卖
活动，先后募集了5000多元善款，尽上自己的一份“绵薄之力”。

夜市摆摊
不少市民付款不拿画扇

白天，牛西平在佟付军店里伏案五六个小
时，进行扇面创作。夜幕降临时，新的“工作”开
始了。他辗转于几处商业街，一边继续写写画
画，一边售卖成扇。

22日晚，记者赶至牛西平售卖扇子的地点，
只见他把成扇摆得整整齐齐，旁边竖了块“招
牌”，写明家中困境。小摊位立即吸引了市民的
目光。“老人字写得很好看，人家是付出劳动的，
所以能帮就帮一把。”市民姜迈看过“招牌”上的
介绍后，马上扫描付款码买了一把团扇。市民
王瑶听说扇子售价在 30至 50元之间，挑选了一
把，没多问价格，直接付了50元。“咱青岛人都乐
于助人，这就像是咱骨子里的基因一样。50元不
多，就是我们的一份心意。”王瑶告诉记者，她想
把扇子送给女儿，让孩子也能成为一名爱心传承
者。记者还观察到，一些市民在了解到老人的遭
遇后，只扫码付款却不拿扇子。牛西平看到这些，
红了眼眶，早已说不出其他话，只能双手合十不
断感谢。

“平安喜乐”“吉祥如意”“家和万事兴”……
这是牛西平在扇面上最常写的几句话。不善言
辞的老人把这些话当作对青岛好心人的祝福，一
笔一画写得格外认真。“来青岛这几天，遇到太多
好心人，太让我们一家人感动了。”老人告诉记
者，青岛晚报官微后台的留言是儿媳吕庆庆发送
的，除了这种方式，他们实在想不出其他方式来
表达对青岛市民的感激之情。随后，老人拿出一
把折扇，眼含热泪，一笔一顿写下“感恩青岛”四
个字，脸上满是郑重之情。“真不知道该说什么才
好，这幅扇面就是我最想说的话。”
观海新闻/青岛晚报 记者 张琰 实习生 赵彬涵

想帮助老人请这样联系

牛西平一家的遭遇令人唏
嘘同情，如果有市民想为老人
提供帮助，请拨打青岛晚报热
线 0532-82860085，或者在青
岛晚报官微后台留言，也可直
接加老人微信 n13206338562
联系。

为儿子筹措百万救命钱，日照老人牛西平带着孙女青岛街头摆摊卖字
昌乐路市场店老板免费提供笔墨纸砚和午餐 海大退休教授等多位热心市民伸援手

他含泪写下“感恩青岛”送给好心人
扎根市北区昌乐路20多个年头

的文房四宝店铺古今斋，最近来了一
位特别“客人”——每天，来自日照市
五莲县许孟镇的六旬老人牛西平会
早早来到店里，与其他顾客不同的
是，他不买笔墨纸砚，也不装裱字画，
而是坐到店主佟付军以往使用的桌
案前，写画扇面。扇面写好晾干墨迹
后，就马上拿到店门口售卖，卖得的
钱款都归老人所有——老人的独生
子牛皓今年 5月在青大附院被确诊
为白血病，至少100万元的治疗费让
这个经济上本就不宽裕的家庭雪上
加霜。为挽救独子，老人想到了卖字
筹钱。无论是佟付军无偿提供笔墨、
扇面，还是青岛市民了解实情后纷纷
伸出援手购买扇面，都让牛西平感动
不已。尽管来青不过短短十余天，他
已经深刻感受到这座城市的善心涌
动和大爱如海。

■相关链接

“ 感 恩 青
岛”是老人最
想说的话。

老人能根
据市民的要求
创作扇面，字
迹、画风清雅
淡然。

老人街头书写扇面，热心市民纷纷慷慨解囊。

牛西平（左）不时与佟付军交流书法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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