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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庆芝今年51岁，丈夫高和意56岁，均是十堰
市房县青峰镇西山村人。2021年7月，黄庆芝经人
介绍，来到武汉市陈某（化姓）家做保姆。陈某是咸
宁市人，在武汉租住，他的女儿小花生于2020年6
月。

陈某经常不在家，他要求黄庆芝全天候照顾小
花。黄庆芝承诺，她一定会把小花当成亲生女儿一
样照看好。

黄庆芝从未见过小花的妈妈。当时高和意在
武汉开的士，经陈某同意，他也住进了陈某家。

刚开始，小花又瘦又小，不会走路，也不会说
话。黄庆芝有两个女儿，都已成年，母爱的本能让
她对小花又疼又怜，决心更加细心地把孩子带好，
让孩子健康成长。

没想到，仅仅过了两个月，事情就起了变化。
一天，陈某突然不见了，电话也联系不上。黄庆芝
夫妻以为陈某出差了，可过了一个多月，他还是没
有回来，而房东又不断催收房租。无奈之下，夫妻
俩决定暂时把小花带回十堰老家照顾，反正陈某有
他们的电话，等他回家了，他们再把孩子送回武汉。

“别人请我照看孩子，我不能丢下她不管。再
说，我承诺过一定会照看好孩子的，人不能言而无
信。”黄庆芝说。

回到老家的黄庆芝，为今后的生活犯起了愁。
当时，她的小女儿还在上大学，每年的学费和

生活费，对原本就不太殷实的家庭而言是一笔巨大
开销。以前，夫妻俩一起打工挣钱，日子还过得
去。现在有了小花，她才一岁多，需要专人照顾，黄
庆芝只能在家专职带孩子。高和意在武汉开的士
时，每月有七八千元收入，即使进工厂打工也有六
七千元收入，但因为小花体质很弱，经常生病，他不
敢走远，只能在家附近打零工，收入大幅减少。

虽然一家人的日子过得紧紧巴巴，但对于小
花，黄庆芝夫妇却不肯节省，奶粉、尿不湿、衣服、零
食、玩具，加上医疗费用等，每个月要花去两三千
元，压力巨大。

“没办法啊！当初人家托付我照看小孩，现在
人家不见了，我不能中途把孩子丢了不管啊！”黄庆
芝说。她和丈夫的态度一致：哪怕再难，也不能苦
了小花。等她的父母来接她的那一天，他们一定要
把一个健康活泼的孩子交给对方。

做保姆期间雇主失联

大义夫妻一诺千金抚养女童三年多

雇主失踪，撇下一岁女儿

黄庆芝、高和意夫妇教小花认字

湖北十堰妇女黄庆芝原本在武汉做保姆，没想到雇主突然消失。她
不忍心扔下孩子不管，于是把孩子带回老家，和丈夫高和意一起抚养，至
今已经3年多。

“当时我跟小花（化名）的爸爸承诺过，一定会把小花当成亲生女儿一
样照看好。虽然后来出现了意外情况，但我不能违背承诺。”近日，黄庆芝
对记者说，3年多来，她和丈夫克服了许多困难，把小花照顾得很好，跟她
建立了超过血缘的亲情，“现在我们什么都不求，只求她健康成长。”小花
沐浴着这对特殊的“父母”的关爱，健康茁壮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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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和意、黄庆芝的大义善举，邻居们看在眼
里，敬佩在心里。受他们的感染，邻居们也纷纷加
入这个爱的行列，给予这朵令人又疼又怜又爱的
小花力所能及的帮助。

来自东北的罗振标在小区开了一家快递收发
店，黄庆芝经常带着小花前来收发快递。就这样，
罗振标了解了夫妻俩自费抚养小花的事迹，他说：

“我是第一批搬进小区的，我知道他们家条件很一
般，但他们却能够做出如此大义善行，让我非常敬
佩。”正是受到高和意、黄庆芝夫妻的影响，他开始
关注、关心小花，他和妻子赵小娜经常给小花买吃
的、买穿的。此后，小花叫他“罗爸爸”，把赵小娜
叫“赵妈妈”。

小区居民孙贵青说，她的孙女与小花同龄，两
个小孩经常在一起玩，她才了解了这对夫妻的感
人事迹，深受感动，总想着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帮
一把。

“养一个孩子不容易啊，每年少说也得两三
万，他们家靠高和意一个人打零工赚钱，其中的艰
辛大家都能想得到。”孙贵青说。

小区门口的面馆老板杨如宝，每当黄庆芝带
小花到面馆来“打牙祭”，他都特意多抓一把面，把
饭碗弄得满满当当的。“我是被他们的善行义举深
深感动了，这对我也是一种心灵的洗礼，让我们变
得更加善良了。我能做的，只是多抓一把面，让她
们吃好点、吃饱点。”杨如宝说。 来源：人民网

邻居深感敬佩，自发爱护小花

“孩子的健康成长最重要，我们大人少吃一口，
少穿一点，没啥影响，不能苦了孩子。”黄庆芝说，在
生活上从来没有亏待过孩子。吃的、玩的，只要同
龄小朋友有的，小花开口要的，她和丈夫都会尽力满
足，不让孩子受委屈，“孩子生在这样的环境，本身就
很可怜了，不能让她幼小的心灵再受更多的伤害。”

生活的风雨偶尔会不期而至，似乎也在考验这
对善良的夫妻。2022年6月，黄庆芝不幸罹患子宫
肌瘤，做了子宫全切术，医疗费花了6万多元，令这
个原本就贫困的家庭雪上加霜。在住院的一个多
月里，黄庆芝最放心不下的是小花，由于没有父母
可以搭把手，她只好把小花寄养在妹妹家。一出
院，她立即就把小花接回了家，“自己的孩子自己
带，还是放心些。”黄庆芝笑着说。

黄庆芝全职在家带孩子，丈夫打零工，收入极
不稳定。可即便如此，小花喝的牛奶从未断过。记
者在黄庆芝家采访时，正碰到她给孩子冲奶粉，小
花一口气就喝光了，“妈妈说了的，每天喝奶粉，可
以长高高。”小花咂摸着嘴开心地说。

“我的人生很坎坷，受了很多苦，见不得别人受
苦，我发誓自己吃再多的苦，也要让身边的人过得
好一些。”黄庆芝说。

近日，记者再次来到他们居住的小区采访，看
到黄庆芝把小花抱在怀里，小花偏要伸手搂着高和
意的脖子，一家三口幸福地在小区里散步。

“妈妈抱你，你为啥还要把我搂着呢？”高和意
问道。小花笑着说：“我们是幸福一家人，我们全家
要永远在一起。”稚嫩的声音，充满深情。

大人可以少吃一口，但不能苦孩子

时光流逝，小花像一棵小树苗，在爱的阳光下
一天天长大，她会对着黄庆芝、高和意叫“妈妈”“爸
爸”。

“孩子第一次叫我‘妈妈’的时候，我感到很意
外，也很激动。那一刻，我的心都融化了。我下定
决心，一定要当好‘妈妈’，把她当成自己的孩子照
顾好。”黄庆芝对记者说。

夫妻俩每天陪小花玩耍，教她说话。等小花稍
微大了一点，他们又教她背诗、认字、写字。

近日，记者来到黄庆芝家时，小花正在洗漱间
自己刷牙。黄庆芝给她冲了一杯牛奶，又拿来一盒
饼干，让她到卧室里吃。小花把饼干递给黄庆芝
说：“妈妈，给叔叔一块，你吃一块，我吃一块。”“床
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喝完牛奶，小花开始背
诗，一口气背了五六首。

过了一会儿，高和意从外面回来。他刚进家
门，小花就跑上前去，扑进高和意的怀里，嗲嗲地
说：“爸爸，你到哪儿去了呀？肚子饿不饿呀？”说话
间，她把一块饼干塞进高和意的嘴里。

2023年8月，小花已满3岁，到了上幼儿园的年
龄。此时，陈某仍然没有音讯。黄庆芝夫妇十分着

急：“再不上学，就耽误孩子成长了。”但要送她上
学，就得先给她上户口。

高和意于是向房县公安局青峰派出所求助。
民警查到陈某的户籍信息，联系陈某户籍所在地派
出所，得知一个惊人的消息：陈某正在浙江省杭州
市一所监狱服刑！民警告诉高和意，如果能确认陈
某和小花的亲子关系，就能在咸宁给小花上户口。
在咸宁民警的帮助下，2023年底，陈某服刑监狱的
管教民警来到十堰调查此事。2024年2月，这所监
狱的管教民警再次来到十堰，采集了小花的血样，
委托专业机构鉴定她与陈某的关系。

一个月后，更惊人的消息传来：陈某与小花没
有血缘关系！这意味着，陈某不是小花的父亲，小
花不能在陈某的户籍地落户。无奈之下，高和意再
次求助青峰派出所，查找小花的生母。令人难过的
是，民警辗转查询了解到，小花的母亲在武汉一所
监狱服刑。由于该女子的户籍在吉林省，这为小花
落户带来了新的困扰。为了解决小花上学的问题，
房县公安局召集相关部门商讨，最终在高和意、黄
庆芝的户籍所在地青峰镇为小花办理了集体户
口。小花终于能上学了。

义务抚养孩子，亲情更胜血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