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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帮孩子完成新年心愿吧
200 名贫困儿童将在元旦前实现他们的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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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聊城 12 月 6 日讯(记者
陈洋洋) 6 日起，由聊城市委宣传
部、聊城市教育局、齐鲁晚报联合
主办，安利(中国)日用品有限公司聊
城分公司承办的“温暖水城·新年心
愿——— 帮 200 名孩子圆梦”活动开始
帮征集到的孩子们实现他们的梦想。
本报倡议热心市民行动起来，为这些
孩子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一起帮孩
子们实现他们的梦想。

6 日 ，“ 温 暖 水 城·新 年 心
愿——— 帮 200 名孩子圆梦”活动启
动当天，众多热心市民打来电话表
示，想对困难儿童提供力所能及的
帮助。也有一些市民打来电话推荐
身边的品学兼优的孩子，希望能帮
他们实现梦想。

近年来，随着外出打工族的壮
大，贫困和留守儿童成为一个亟待
受关注的重要群体，他们的幸福与

否牵动着千千万万人的心。临近元
旦，新年气氛渐浓，对远离父母的
贫困儿童来说，一份心仪的新年礼
物，也许是一个遥远的梦想。为了帮
助贫困孩子过一个温暖的新年，齐
鲁晚报启动了本次年末大型公益活
动，本次活动由聊城市委宣传部、聊
城市教育局、齐鲁晚报联合主办，安
利(中国)日用品有限公司聊城分公
司承办，帮 200 名贫困儿童完成心

愿，送他们一份新年礼物。
安利(中国)日用品有限公司

聊城分公司负责人说，很多贫困儿
童都面临着生活和学习上的困难，
新的一年快来了，安利志愿者们想
为这些孩子做点什么，尽力帮孩子
们实现他们的新年愿望，同时也欢
迎更多爱心市民加入到帮助这些
孩子的队伍中来。

家庭贫困和品学兼优的儿童

都可报名提交愿望。有需要提交心
愿的中小学生可通过电话或写信
的方式报名，也可以通过学校或教
育部门推荐的方式报名。提交的愿
望以朴实、真诚为主，符合孩子实
际需要和年龄。

爱心热线：8451234

地址：齐鲁晚报今日聊城编辑
部(市区向阳路和兴华路路口古楼
街道办事处 2 楼)

本报聊城 12 月 6 日
讯(记者 陈洋洋) “我
们这里有个孩子非常贫
困，希望能帮他完成个心
愿。”6 日，不少市民打来
电话，帮贫困儿童提交新
年心愿。

“这孩子很不容易，
希望能帮他完成心愿，过
个温暖的新年。”上午 9
点，梁水镇村民穆先生打
来电话，他村里有个 12
岁的初一男孩，家庭非常
贫困，和 70 多岁的爷爷
奶奶相依为命，希望本次
活动能帮他圆一个新年
心愿。下午，聊城市不少
热心团体也联系本报，把
他们发现和收集到的需

要帮助的贫困儿童推荐
给本报。

活动启动以来，聊城
市各县（市、区）的教育部
门部门和学校也积极响
应，组织贫困儿童填报新
年愿望。聊城市教育局副
局长徐化忠表示，近年
来，教育部门一直很关心
留守和贫困儿童，今年秋
季开学，各学校把贫困孩
子的档案重新梳理了一
遍，可以根据学校档案寻
找需要帮助完成心愿的
孩子。6 日下午，聊城市
教育局基教科夏广立表
示，已经向学校发出倡
议，号召学校帮孩子提交
心愿。

“这孩子很困难帮帮他吧”

市民、热心团体、学校

纷纷帮孩子报新年心愿

每月花钱买笔愁坏初二男孩
为此他平时尽量少写字，最大的梦想是有一堆学习用品
本报记者 陈洋洋

一进小仙家门，小仙的妈妈就拿碗
给记者倒水，“家里没有像样的杯子，碗
还干净些。”她说，要不是小仙的爸爸车
祸去世了，家里也不会这么困难，小仙
也不用受这么多委屈。

小仙平时住校，周末回家，他家在
茌平一个村边的一座老房子里，墙上很

多地方都裂开了，屋里的墙皮有时候往
下掉，窗户也破了一块，有的窗户缝里
漏风。除了两张床，家里几乎没有其他
家具。“孩子穿的都是别人送的。”听到
妈妈说话，小仙咬着嘴唇低着头，长久
地看着自己的鞋子，这鞋子是他亲戚送
的，羽绒服是学校的老师送的。

“我们仙儿很懂事，女孩子会的他
都会，和面做馒头、炒菜擀面条，他都能
干。”妈妈坐在屋子里的小板凳上，看着
对面坐着的小仙，有点歉疚。在小仙的
床边，是一个靠门的窗户，为了防寒，他
和妈妈把化肥袋子剪开，钉在窗户上挡
风。

家里除了床几乎没有其他家具 衣服都是别人送的

小仙说，爸爸去世后，妈妈也病
了，动完手术后已经好几个月没有去
打工。以前妈妈在饭店里打扫卫生、
端盘子，一个月还能挣几百元。病了
之后，家里彻底揭不开锅了。小仙最愧
疚的是，刚上高三的姐姐，因为交不起
学费一个月前退学了。小仙的屋子里的
墙上，还贴着姐姐辍学前写的字条：“我
再也不犯任何错误，我一定要好好学
习！”现在她从一名学生变成了一名超

市售货员，她每天会从超市捡便宜的
菜或者超市不要了的菜拿回家，为了
省钱，平时家里只吃白菜和南瓜。

小仙的数学老师说，小仙是班里
同学的榜样，平时话很少，下了课也
埋头学习。当记者问起他最大的愿
望，他眼圈红了，抿着嘴半天才说
“我只想要学习用品，很多学习用
品。”小仙说，他在学校里不怎么花
钱，吃饭吃得很少，跟女生的量差不

多，他最大的花销是圆珠笔。“我一
个月买两支笔，一只 5 毛钱。”小
仙说，圆珠笔用得太快，他平时尽
量少写字。小仙在班里差不多是学
习最好的学生了，可是他还是觉得
自己不够好。“我的数学不太好，
我 希 望 自 己 也 能 有 数 学 辅 导 资
料。”他说，班里的同学差不多都有
各科辅导资料，他有时候会借，可是
又不好意思总借。

交不起学费姐姐辍学 小仙成绩好是班里的榜样

茌平的小仙今年上初二了，他是班里同学学习的榜样。他平时除了
忙着蒸馒头、擀面条帮妈妈减轻负担，最大的新年愿望就是希望自己能
有一大堆用不完的学习用品。他总发愁的是，圆珠笔用得太快了，每个
月他都要花 1 块钱买两支圆珠笔，这对于他而言，是笔不小的开支。

小仙母子
俩站在门外。
小仙家的房子
十分破旧，房
子紧挨马路。

本报记者
李军 摄

本报聊城 12 月 6 日
讯(记者 陈洋洋) “这
么好的孩子一定要帮，这
是一点心意，希望孩子新
年快乐！”6 日，本报报道
了贫困女生珊珊和婷婷
的心愿后，不少热心市民
打来电话纷纷表示要帮
助她们，6 日一天共捐款
2600 元。

“我给孩子准备了点
钱，她喜欢什么就自己买
吧。”6 日上午，不少市民
给珊珊送来了生活费。上
午 10 点，开发区一位季
姓市民冒着大雾将给珊
珊准备的 1000 元送了过
来。“如果还有像珊珊这
样困难的孩子我还会这
样做的，钱虽然不多，但
是表达一点新意，希望珊
珊能开心。”他说，珊珊有
什么困难，他还会继续帮
助。

火车站做厨具生意
的胡先生也给珊珊准备
了 1000 元钱，希望记者
转交给珊珊。“这些钱不
为别的，只为给孩子当生
活费。”听说珊珊饿着自
己给爸爸攒钱买礼物，他

希望珊珊有了这些生活
费，想吃什么就买些，不
要太委屈自己。聊城铁路
安民小区的胡女士也带
着 4 位朋友的心意送来
600 元钱，她说，这是大家
凑的心意，给珊珊 300 元
买礼物，另外 300 元给婷
婷，过几天有时间还想去
看看她们。

“孩子家里困难，不
知道缺不缺被褥。”市区
的李女士把家里的毛巾、
床单等找了一些，希望给
孩子的新年增添一点温
暖。还有一位市民说，珊
珊和自己的孙女年龄相
仿，她想把孙女的衣服送
给她。“我想问问珊珊还
缺什么东西不，我再去买
点。”安利志愿者王女士
也专门跑到商场给珊珊
一家买了衣服和鞋袜。在
这些给俩女孩捐助的热
心市民中，他们几乎都不
愿意透露自己的姓名，一
看到记者拍照，就快步离
开，一位市民还用羽绒服
的帽子挡住脸。“我们不
图感谢和回报，只是想为
孩子做点事。”她说。

爱心涌向贫困女生珊珊和婷婷

好心市民一天捐款 26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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