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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 5 日，本报报道了 12 岁女孩珊珊“想给爸妈买件新衣服”

众多爱心市民打电话要帮她，有人想长期资助她

“我们来帮她完成新年心愿”
本报聊城 12 月 5 日讯 (记者 陈洋

洋) “珊珊真是个懂事的孩子，我们全
家都被她感动了，很想帮她！” 5 日，
本报报道了茌平 12 岁女孩珊珊的新年心
愿，很多市民打来电话表示，要帮她完
成新年心愿，有好心市民想要长期资助
她。

为了攒钱给爸爸买生日礼物， 12 岁
的珊珊一天只花一块钱伙食费，并透露
了她的新年心愿“想给爸妈买件新衣
服”。博平中学王老师说，珊珊家生活

很困难 ， 连 棉 衣 有 时 候 都 是 老 师 捐
助，但她很爱学习，成绩在班里名列
前茅。

在香江市场做生意的胡先生说，他有
个和珊珊差不多大的孩子，看了珊珊的报
道后，又心酸又感动，想尽一份力帮帮
她。一位浙江籍在聊城经商的市民打来
电话说，他要给珊珊送点生活费，还想
长期资助她。一位东阿的女士打来电
话，希望能去看看珊珊，帮她完成心愿，
鼓励她一下。

“珊珊真是个好孩子，我们很感动，想
去看望她一下。”安利(中国)日用品有限
公司聊城分公司的志愿者打来电话说，珊
珊一个星期的生活费才 20 元，却这么懂
事，要攒钱给爸爸过生日，既感动又心疼，
将组织志愿者捐助她，去珊珊家探望，给
她带些衣服和生活用品。

安利(中国)日用品有限公司聊城分
公司的志愿者说，快要过新年了，全市
还有不少像珊珊这样贫困家庭的孩子，
希望帮助更多的孩子实现新年心愿。

本报聊城 12 月 5 日讯
(记者 陈洋洋) 为帮助更
多贫困儿童过一个温暖的
新年，即日起，本报联合聊
城市委宣传部、聊城市教育
局、安利(中国)日用品有限
公司聊城分公司“温暖水
城·新年心愿—帮 200 名孩
子圆梦”活动，面向全市征
集贫困儿童新年心愿并帮
他们实现。

近年来，随着外出打工
群体的壮大，贫困和留守儿
童成为一个备受关注的群
体，他们的幸福与否，牵动着
千千万万人的心。临近新年，

对远离父母的留守儿童来
说，一份心仪的新年礼物，也
许是一个遥远的梦想。

“我们学校也有贫困儿
童，生活非常困难，希望更多
好心市民帮助。”5 日，本报
报道了 12 岁女孩珊珊的事
迹后，许多市民打来电话表
示关心，也有部分热心市民
提供贫困儿童的情况。

即日起，本报发起“温暖
水城·新年心愿—帮 200 名
孩子圆梦”活动，本次活动由
齐鲁晚报、聊城市委宣传部、
聊城市教育局联合主办，由
安利(中国)日用品有限公司

聊城分公司承办，面向全市
征集贫困儿童新年心愿，送
他们一份新年礼物。

为方便贫困儿童心愿征
集 ，本 报 开 辟 温 暖 热 线
8451234，也可以写信推荐，
或通过学校或教育部门推
荐。根据活动计划，提交心
愿的学生须为贫困或留守
儿童，家庭困难、品行端正、
学习成绩良好。提交的愿望
要真诚。

通信地址：齐鲁晚报今
日聊城编辑部 (聊城市向阳
路和兴华路路口古楼街道
办事处 2 楼)

本报发起新年心愿活动
帮 200 名孩子圆梦

初中女孩当了 6 年“女主人”
新年愿望：给爸爸和弟弟买双棉鞋，家里不再漏雨
本报记者 陈洋洋

她才 12 岁，却当了家里六年的“女主人”。妈
妈出走后，东昌府区道口铺办事处的初中生婷婷，担
负起照顾爸爸和弟弟的责任。她最大的愿望就是给爸
爸和弟弟买双棉鞋，家里不再漏雨，却不在乎自己的
手因为没有手套，冻得肿了很多天。

照顾爸爸和弟弟

洗衣做饭样样行
12 月 5 日，天很冷，见到婷婷

时，她只穿着一件薄毛衣和一件薄
外套。一进家门，婷婷抢先把屋子
里堆着的脏衣服藏了起来，不好意
思地笑着说：“家里太乱了，我去上
学，就没来得及收拾。”

婷婷 6 岁时，妈妈就出走了，
婷婷当起了“女主人”，学着洗衣
服、做饭。她平时住校，爸爸和弟弟
的衣服还是习惯都攒着，等她回家
一起洗。婷婷说：“爸爸身体不好，
弟弟又小，我得照顾他们。”

在她家院子里，有一堆玉米码
得整整齐齐，这是她和爸爸一点点
摞起来的。家里有 6 亩地，暑假她
就和爸爸下地干活。

婷婷家厨房和客厅在同一间
屋子里，两张破旧的床紧挨着，其
中一张上面放着案板、锅和油盐酱
醋。看到地上的白菜和两个干瘪的
青辣椒，想着天又下雨，中午弟弟
没回家吃饭，婷婷叹了口气。

陪爸爸逗笑开心

一个人时想妈妈

婷婷很疼爱弟弟，她和弟弟上
学离家都挺远，她把家里仅有的自
行车让给弟弟，自己走着上学。为
了不迟到，有时候天还黑乎乎的她
就得出发。“我住校，弟弟天天得骑
车子，不能天天跑着。”

上了初中后，婷婷每周回家一
次，每次回家都给弟弟带点“好吃”
的。有一次，她给弟弟买零食，买了
一个橘子，一个沙琪玛，一共 1 . 1
元，可小卖部给多刷了 1 块钱。婷
婷想，既然刷了就奢侈一下，再买
个面包，可卖东西的给了她两袋馒
头片，还叫她赶紧走开。

在爸爸和弟弟面前，婷婷从来
不哭，还有点调皮，和爸爸一开玩
笑就斗嘴，互相对着大笑。“闺女很
活泼，话很多，学习成绩也好，不知
道发愁，我很满意。”听到爸爸的评
价，婷婷做了个鬼脸，冲着爸爸笑
起来。

可回到自己的小房间后，她就
有点落寞。“我想尽量让爸爸和弟
弟过得幸福。”她的房间和客厅隔
了一张旧厨子，床底下有她的“宝
贝”——— 这几年写的日记。

在她日记中记者看到一句
话：“我每天睡觉之前都会幻
想，妈妈你今晚会到我梦里来
吗？可是我一次次失望，我好想
你，我每次委屈时都不知道跟谁
诉说，只好一个人趴在床上悄悄

告诉你，妈妈你能听见吗？我的
泪都哭干了，哭完了我一定要坚
强。”

家里漏雨她最愁

六年没买棉衣穿
婷婷家房顶上飘下来一大块

塑料薄膜。“如果我有花仙子一
样的魔法棒，我最大的愿望是给
爸爸和弟弟变一双暖和的棉鞋。

爸爸的不能太厚，他是汗脚。还
有 我 希 望 我 们 家 的 房 子 不 漏
雨。”

婷婷当惯了这个家的“女主
人”，常把爸爸和弟弟当成自己
的孩子，遇事总是先想到他俩。
她想给爸爸和弟弟买双棉鞋，却
不在乎自己因没有手套，每天冻
得手哆嗦，肿得像胡萝卜。

“棉衣是我姐姐的，毛衣也
是我大娘家姐姐的。”婷婷说，她
六年没买过棉衣了，就穿大伯家三

个姐姐剩下的，可以省下不少钱。
“姐姐的衣服很好看，很暖和。”

婷婷家里没有炉子，也没有
其他取暖设备，被子很薄，冷了
她就在地上不停地跺脚、搓手。
婷婷指着房顶说，一到雨季爸爸
就得爬墙上屋顶盖塑料，一刮风
还担心被刮下来。“下雨时得拿
盆子接水，不然屋里很潮湿。”
婷婷说，她希望自己上学不在家
时，家里能不漏雨，爸爸和弟弟
在家能暖和点。

尽管家徒四壁，但婷婷和爸爸都很乐观，经常互相逗笑。 本报记者 李军 摄

本报 12 月 5 日 C1 版版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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