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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缺什么，我们捐什么”
本报“送暖热线”爱心涌动，市民和企业都想帮帮困难家庭

本报泰安 12 月 7 日讯(记者
赵伟 王倩 ) “我捐 1000 元

钱，给贫困家庭买棉衣”、“他们缺
什么我们就捐赠什么”…… 7 日，
本报“寒冬送暖”活动引来众多关
注，一天之内接到十几名市民打
来的捐赠电话，不少企业也参与
进来。

“胡宝军一家真是太不容易
了，我捐的钱不多，赶紧让他买身

保暖衣去。”7 日上午，78 岁的李
云珍看到本报《大冷天摆地摊修
鞋只穿条秋裤》报道后打来电话，
希望捐助胡宝军一家。李云珍称，
他被这个孝子感动了，1000 元给
胡宝军买床被子和衣服，修鞋时
别再受冻。

“每月赞助几百元给胡宝
军。”家住琵琶湾村的白富美女
士说，她就住在离胡宝军家不远

的地方，没想到身边还有生活这
么艰难的家庭，她希望能去胡宝
军家里看看，以后每月固定捐助
几百元。家住普照寺路的张德志
也准备捐赠一些衣物给胡宝军。

在拨打“送暖热线”同时，不
少市民也行动起来。7 日下午，
热心市民王传胜等人将新棉被、
油和面等物品送到了低保户张
传海手中。在泰安出差的王先生

也送来 2000 元，王先生说，因为
出差没空余时间采买衣物，这些
钱捐给贫困家庭，“需要啥就添
置点”。

除众多市民外，一些企业也
打算参与活动。山东亚奥特乳业
有限公司负责人说，这几天他们
正在采购棉衣棉被等过冬物品，
准备捐赠给贫苦家庭；泰安漱玉
平民大药房相关负责人也打来

热线，称他们正在开会研究捐赠
的物品，希望能够为贫困家庭温
暖过冬尽一份力；鲁岳电气公司
负责人也表示，找个时间把采购
的过冬衣物给贫困家庭送去。

在帮好心人传递爱心同时，
本报也接到不少贫困家庭的求助
电话，经信息登记和走访确认后，
会陆续将捐赠物品发放到各个贫
困家庭。

一件羽绒服
女儿一岁穿到七岁
本报记者 王倩 赵伟

“去年查出宫颈癌，做
手术、化疗，多难我都撑得
住，就是为了女儿。”49 岁
的张玉兰说这话时眼中泪
花滚动。

2010 年，家住财东小
区的张玉兰和丈夫先后查
出癌症，她是宫颈癌早期，
丈夫则是脑癌晚期，不久
后便去世了。张玉兰则在
好心人的捐助下做了手
术，身体慢慢恢复。“民政
局、办事处、街道，还有一
些学生帮助我们，治病的
钱都是大家捐的。”张玉兰
说。

张玉兰简陋的家中没
有几件像样的家具家电，

却布置得干净整洁。手术
之后，张玉兰曾经到饭馆、
商店等找过工作，由于身
体原因遭拒，母女两人靠
每月 600 元钱的低保生活。

张玉兰告诉记者，女
儿今年 11 岁，上初一，每
天晚饭后都抢着帮着她收
拾碗筷。女儿的懂事让张
玉兰心里更加难过，在她
的记忆中，只在女儿 1 岁
时给她买过一件羽绒服，
当时买的尺寸比较大，羽
绒服能把女儿整个人包起
来。就是这件羽绒服，女儿
一直穿到七八岁。

“我记得很清楚，长这
么大就给她买过这一件新

衣服，她现在的衣服都是
‘捡’别人的。”张玉兰说，
女孩大了哪个不爱美，但
她却无力实现女儿想穿漂
亮新衣服的心愿。“女儿曾
经跟我说班里的女同学穿
了件很漂亮的花裙子，我
看出来她也想买，当时我
犹豫一下，从此这孩子再
没提过。她现在穿的是几
年前我做的棉袄，套着校
服穿，孩子也不说什么，我
知道怕我为难。”

张玉兰说她现在只希
望自己能赶快恢复好，能
尽快找到工作，比如帮别
人看看车子、卖卖报纸，挣
钱给女儿买一件新棉衣。

新棉衣棉被送进家
张庆海一家心里暖暖的

本报泰安 12 月 7 日讯(记
者 赵伟 王倩) “这个冬天
不用愁了，感谢好心人。”7 日
下午，当几名热心市民亲自将
衣服、棉被等物品送到张庆海
手中，这个木讷的汉子反复地
说着这句话。

7 日下午 3 时左右，热心市
民王传胜已经赶到张庆海家附
近，由于不熟悉位置，他费了不
少时间才找到地方，同行的还
有光彩大市场的业主任女士、
青山商贸城的张传慧等人。他
们说，早就想来看张庆海一家，
把这些东西亲手送到他手中，
问问他们还有什么要帮忙的。
记者看到，几人脚边堆满了大
包小包，有新棉被、棉衣、油和
面等物品。“这里面还有朋友张
成利让捎过来的东西。”王传胜
说。

“这个房间还真是又暗又

冷。”刚进张庆海家门，王传胜
不住地打量着这个简陋的屋
子。张庆海的老母亲从里屋走
出来，看到好心人带来的东西
堆满了小小的客厅，老人一个
劲地感慨：“还是好心人多。”

几名热心市民围着老人问
长问短，市民张传慧还拿出为
老人准备的棉衣，帮老人穿上。

“又合身又暖和，以后再不怕冷
了。”老人摸着身上的新棉袄
说。

“只是尽一点心意，帮不了
大忙。”临走的时候，市民任女
士和王传胜还将 300 元钱塞到
老人手中，嘱咐老人买点好东
西吃，“冬天多熬点汤喝，暖
和！”几句话说得老人眼中含
泪。出了门，张庆海握着王传胜
的手不肯放，热心市民走出很
远还能看见张庆海和他的母亲
站在那不住地挥手。7 日下午，王传胜（左一）等人把过冬物品送到张庆海家中，并和张庆海的母亲聊家常。 记者 王鸿光 摄

靠近我，温暖你

瑟瑟冷风，严冬已至。在大多数市
民享受空调或集中供热温暖的同时，还有一些经济

困难家庭在为孩子的一件新羽绒服、老人的一件新棉裤、过冬
的蜂窝煤发愁。

土暖气是部分贫困家庭最主要的取暖手段，煤炉、蜂窝煤必不可少，
然而这些却是困难家庭此时最发愁的事。天冷要加衣，天寒要盖被，不少困
难家庭里的棉衣棉被却可能早已“难当重任”。

我们相信，这座城市有着无数好心人和热心单位，愿意用自己的力量帮助
那些需要帮助的人。

本报“寒冬送暖”活动正在进行，为能让困难家庭度过—个温暖的冬
天，同时给那些想奉献爱心的热心人士提供—个平台，本报面向社会

征集贫困家庭和爱心单位。如果您的家庭正在为过冬发愁，如
果您想为贫困家庭在严冬中送去一份温暖，欢迎拨打

本报“送暖热线”6982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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