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奶茶飘香 德润心田
本报记者 韩丽

每天清晨早饭时间，同仁热贡敬老院里
飘满奶茶的香味，50位藏族孤寡老人一边喝
着醇厚香浓的奶茶、一边愉快地聊着天，开
始每一天崭新的生活。仔细回忆，这样的奶
茶时光竟陪伴了他们700余天。关于幸福奶
茶的故事却要从两年前说起……

送鲜奶不留名
2016年8月的一天，同仁热贡敬老院里

来了一位特殊的客人，在门卫室放下一大桶
50斤的鲜奶，让老人们早上喝奶茶用，70岁
的门卫杨吉加还没来得及细问，对方已经开
车走了。第二天晚上又一大桶鲜奶被送过
来。杨本加一开始以为是敬老院给老人们订
的鲜奶。

以前，敬老院的食堂里每天早上用五斤
奶粉熬奶茶，那天用鲜奶熬制，老人们还没
进食堂便闻见空气中弥漫着奶茶香，大家品
尝着久违的熟悉的奶茶，纷纷感叹，这才是
家里的味道啊！

食堂管理员吴小英和院长感受到老人们
喜悦的同时，在打问这牛奶是哪儿来的？一
交流才知道敬老院根本没订过这么好的鲜
奶。于是，院长吉先才让叮嘱杨本加，如果
这人再来，一定问问啥情况。

可那人来了，依然在门卫卸下50斤鲜奶
便又走了，杨本加只掌握了一个信息，对方
是回族。

得知对方不留名后，吴小英开始四处打
问送奶人的信息，她找遍了隆务镇辖区各个
鲜奶零售店，均未获悉。第三天，吉先才让
也急了，作为院长也得知道对方是谁吧？于
是他也亲自出马寻找这位爱心人士。当他来
到一家回族人的店里，觉得应该是，可对方
却否认了。第四天，吴小英来到这家店里，
她以消费者的口吻，询问鲜奶的价格、奶
源、奶牛场的位置等，当得知对方奶牛场在
朝阳村时，她来了个先声夺人，“原来敬老院
的鲜奶就是你们送过去的呀！”对方才承认这
一事实。

就是从那时起，每天50斤鲜奶被送到敬
老院，且风雨无阻！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做一件善事也许很

容易，可是一直坚持去做却不易。2017年3
月22日，吉先才让院长联系长期为敬老院献
爱心的几位慈善人士，让大家彼此见个面，
他为慈善人士献上洁白的哈达，并把一块写
有“献爱心 暖人心”的牌匾交到他们手中，
代表敬老院50名老人感谢慈善人士的这种大
爱与美德。老人们双手合十一遍遍说着“瓜
正切”（藏语，谢谢之意），有些老人满含热
泪握着慈善人士的手却说不出一句话来……

50斤鲜奶天天送
在同仁县隆务镇朝阳村清鲜奶牛养殖合

作社，45岁的马全福一直想弄明白一件事，
为什么每天要预留50斤鲜奶？这是给谁的？
他是合作社的老员工，也是管理者，从2015
年11月合作社成立那天起，他和董事长刘德
一起起早贪黑，为合作社的明天操心出力。
那些天，他看到刘德每天都要预留50斤鲜
奶，而且单独冷藏，晚上送出去，他便找同
事刘德的儿子刘永强询问咋回事？刘永强
说，这事你先别管了，马全福也便不再多
问。有时直销店里鲜奶订单多，出现供不应
求情况时，那50斤鲜奶是绝对不让碰的。这
样过了四五十天，他越来越纳闷，这50斤鲜
奶到底是送往哪里？为什么鲜奶不够时也不
能动？他觉得自己应该有知情权，于是去找
了刘德，终于得知这鲜奶的去处。这是多好
的一件事儿呀！知道董事长不容易的马全福
内心为此举感到高兴和骄傲！在工作中更是
尽心尽力。

合作社员工马富贵是邻村向阳人，两口
子之前在养路段打工，家庭困难，收入又不
稳定。他们最怕下雨天，因为一下雨就没活
儿了，收入也就没了，想想家里平常都照顾
不上的六岁孩子，两口子心酸又无奈……就
在两个月前，村支书介绍两口子来到合作
社。那个月马福贵领了3500元工资，妻子也
领了3000元工资。妻子在食堂做做饭，打扫
一下院子里的卫生，平常还能回家照顾和陪
伴孩子，这让两口子喜出望外。

当记者聊起这50斤鲜奶的事儿，马富贵
并不知道这件事。他说，老板每天和大家一
起劳动，还操心那么多事儿……他由衷地感

叹，老板真是个好人呐！
53岁的刘德1994年下岗后，跑过运输，

卖过汽车修理配件，开过汽车修理厂，倒卖
过虫草，2008年来到朝阳村，2014年11月
开了一家农家乐，后来农家乐交给大儿子打
理，他带着小儿子刘永强经营奶牛养殖合作
社。面对记者采访，刘德的想法很单纯，从
合作社成立到现在，政府、农牧局、兽医站
等等都给予大力支持和帮助，而自己这点付
出不算什么，仅仅是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做
点回馈社会的事儿罢了。

坚持700多天的背后
得知1名回族汉子为50名藏族孤寡老人

七百余天如一日送鲜奶，这让隆务镇党委书
记马祥成感慨不已。

有一日，马祥成到敬老院，看到刘德正
好在送鲜奶。当时他还跟刘德算账，每天50
斤鲜奶，1斤4元，那每个月就是6000元，
一年就有72000元收入。刘德憨厚地笑了，
这一笑让马祥成最后得知这是无偿提供的。
经常说要搞好民族团结，其实身边就有这样
鲜活的实例，只是很多人并不知道。

刘德也曾给隆务清真大寺按需免费提供
过鲜奶，因为他不收取费用，清真寺后来不
再让他提供鲜奶。刘德知道藏族同胞有喝奶
茶的习惯，给敬老院老人们的鲜奶开始送以
后就没中断过。

今年刚刚20岁的刘永强和父亲一起创
业，摸爬滚打几个春秋。送鲜奶的活儿大多
数时候是他在亲自运送。小伙子身上秉承了
父亲吃苦耐劳的品质，送鲜奶的事儿对他而
言现在成了一种责任。每年开春后的虫草采
挖季，哥哥的农家乐服务员人手不够，他去
搭手，有时忙到深夜十
一二点，浑身骨头都要
散架了，还要坚持去敬
老院送鲜奶。

“当你说你起那么早
的时候，可还有没睡觉的
人。”父亲的话让刘永强知
道不奋斗无未来，父亲以
身作则更让他明白，现在

吃的每一份苦都是为以后挣财富。
令刘永强最难忘的是春节时，敬老院里

人很多，他早早去送鲜奶，老人们见到他远
远迎上来，热情地打招呼，并向他竖起大拇
指，不断地往他手里塞点心和水果，他看到
老人们眼睛里有点点泪光在闪烁，这是亲人
间一种无声的表达。

打造更优鲜奶
奶牛场里，58头荷斯坦奶牛膘肥体壮。

为了更好地发展奶牛养殖，刘德积极响应种
植业结构调整政策，承包了村里闲置的40亩
地，种起了玉米。这样，奶牛有了豆粕、预
混料等食物的同时，也有玉米等食物。牛粪
又成了玉米地里的有机肥料，绿色循环养殖
使得奶牛产出高质量的鲜奶。

刘德今后打算再承包点流转土地，奶牛
场再引进更高品质奶牛，扩大养殖规模，在
西宁也开家直销店，做更好的鲜奶。而敬老
院的老人们已经习惯了刘德送来的醇香鲜奶
熬制的奶茶，杨本加笑着说，喝了这奶茶，
老人们脸上都有光啦！而院长的一席话更触
动记者，刘德是中华民族优良传统的践行
者，是民族团结的典范，是我们中华民族的
骄傲，更是我们敬老院老人的福气！

据了解，青海省妇联曾授予刘德一家平
安家庭称号，同仁县授予他的家庭为五星级
文明标兵户。他用自己实实在在的行动影响
着身边的每一个人。

当记者走出敬老院，幸福奶茶顿时溢满
心间，用鲜奶浇注的民族团结之花久久弥
香，仿佛香遍这座多民族聚居的小城角角落
落，又如一片朝霞照亮一大片，也让那片夕
阳红格外温暖和美丽……

三人省力三人省力，，四人四人
轻松轻松，，团结会给明天团结会给明天
带来胜利带来胜利。。

——珞巴族格言

奋力创建
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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