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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 1日起，随着本报报道的
《他们，趟着雪水清扫大街小巷》、《寒
冬来临，环卫工人盼温暖》等陆续刊
登以后，记者游走在滨州城区街头共
征集132个环卫工心愿，建立50个环
卫工人“爱心小站”，所有心愿在一周
多的时间里被全部认领，在滨州城区
掀起爱心高潮。

在对环卫工进行走访的过程中，
很多环卫工向记者诉说了他们的当

务之需，有的需要手套、有的需要水
靴、有的需要雨衣等等，记者根据每
个人的需求不同，将征集来的环卫工
心愿进行统一编号，以便市民有针对
地进行捐助。

心愿认领牌一经刊登，爱心市民
和爱心企业纷纷向环卫工伸出了援
助之手，通过报社捐赠出了手套、保
温杯、棉衣等。爱心人士中，崔氏姐妹
等曾两次对环卫工进行捐助；爱心企

业中，滨南采油厂将剩余环卫工心愿
全部认领，田原小毛驴餐饮公司、恒
意饭庄、好大姐家政服务公司、嘉禾
人寿等也送来大量捐赠。在环卫工心
愿全部满足之后，还剩余大量捐赠，
记者统一交由滨州市环卫处进行统
一分配。在环卫工心愿认领活动中，
沿街爱心店铺也通过电话等方式向
记者表示了自己的关怀和同情。截止
活动结束，共在城区建立了50个环卫

工爱心小站。
记者在活动开展过程中，也不断

收到热心读者的短信和邮件，小鱼儿
社区群也有许多网友向记者诉说感
动和谢意。12月11号，一位进行捐助
的爱心人士向记者发来短信：“看到
你们的报道了，感谢晚报记者为改善
社会风气所作的努力，这个冬天很温
暖。”

记者 于荣花

环卫工人，每天出门都一定会见
到的人，每天打扫着这个我们生活的
城市，在这样寒冷的冬季，他们的工
作地点只能是马路上。我们几乎走遍
了东城区每一个街道，寻访每一个见
到的环卫工人，询问他们日常的工作
情况，与他们谈论工作生活和家庭。
每个人的需要大同小异：手套、护膝、
帽子、口罩。在这寒冷的冬季，他们最
需要的是最基本的保暖。

我们将我们所了解的情况如实
地放在报纸上，每天公布一批环卫工
人的心愿，都会接到很多认领心愿的
爱心人士的电话，不断有爱心人士将
环卫工人所需要的东西送到报社。感
动和忙碌的同时，也出现了不同的声
音：环卫工人所需要的这些太简单了
吧？手套、口罩这些难道不是他们本
来就应该有的么？也有深刻理解我们
的读者问：这个冬天温暖了他们的双

手，以后的寒冷怎么办？
他们的寒冷是表现在身
上的么？是的，这样送暖
治标不治本。我们最需
要做的是让环卫工人长
久地感觉到爱心的存
在，呼吁大家像关注亲
人一样关注环卫工人。

环卫工人爱心小站
的建立将社会上所有对
环卫工人的爱心串联起
来，我们走访了几十个
沿街门店，几乎每一个
门店都非常愿意提供场

地让环卫工人休息，环卫工人不再是
孤零零地站在马路上打扫卫生，身后
的每一个沿街门店都成为他们温暖
的“家”。

活动得到了环卫工人和广大市
民的热烈拥护，滨州市城管执法局的
及建冰局长在召开的新闻媒体座谈
会上多次提到环卫工人，“从车窗向
马路上扔卫生纸,看起来是小事,但
无形中给环卫工增加了很大工作量,
穿插在车辆中间,确实很危险”。局长
一席话透露出对环卫工人的“偏爱”。

我们看到的是环卫工人在寒冷
的室外工作，但我们更应该关注到环
卫工人的内心在这个社会中的冷暖，
暖身只是表面和开始，用社会所有的
爱心来温暖环卫工人的内心才是送
暖活动最应该做的。

记者 王景坤

暖心比暖身更重要

记者把手套送到环卫工手上。记者 于荣花 摄

▲ 2011年11月底，记者在集中采访环卫工时
一名环卫工正趟着雪水在赶工。

记者 于荣花 摄

▲ 环卫工人胡俊英戴着爱心手套高兴地打扫卫
生。 记者 朱耕平 摄

 2011年11月底，环卫工张玉英在接受记者采访
时，表示自己“想要一张工作照”。1月14日，环卫工人
张玉英拿到了照片。 记者 于荣花 摄

爱心比物品更有价值
2011年12月7号，《看到报道，

孩子哭了》的报道刊登在了当期的
报纸上，一大早起来看到报纸后，
我就在想，不知道那个爱心高中生
有没有原谅她的妈妈，我写的这些
报道她是否会生气。

2011年12月6号，是环卫工心
愿认领策划的第6天，早上7点左右
吧，我的电话响了。是一位女士，她
告诉我她姓刘，她的女儿今年上高
三，看到我们做的环卫工心愿认领
活动的报道后，女孩哭了，“她对我
说，妈妈，这些环卫工人们太可怜
了，你替我买点东西吧。”刘女士说
着，声音也变了调，应该是掉泪了。
说实在的，这是环卫工心愿认领策
划以来，让我第一次有了强烈触动
的电话。我和刘女士约好当天中午
跟她们母女见面。“挺好啊，让孩子
参与这样的爱心毕竟不是坏事。”
我心想。

中午的时候，刘女士带着她买
的保温杯、手套、袜子、帽子来到了
报社，在她身后的电梯门口，还有一
个女孩迟迟不愿意走到报社的会议
室，很排斥的样子，一脸不情愿。后
来刘女士说，“这就是我的女儿。”我
赶紧走过去，想把她带到会议室，她
固执地一动也不动。后来终于在我
们的劝说下来到了会议室。后来她
看到有记者拿起了相机就快速地转
身走开,上了电梯，下楼去了。

只剩下刘女士一个人了，她拿

出来了从家带来的一份报纸，指着
上面的心愿认领牌，大体说了说将
东西送给哪几位环卫工，然后指着
头条报道空隙处，上面歪歪斜斜地
写着的几行小字，刘女士给记者解
释说，这上面是她女儿的一些想
法，“她害怕这个活动响应的人太
少，东西不够分，她想让你们把这
些东西尽量分给多一些的人，尽量
让每个人都有一点，这样分不到的
人少一些，他们的心里就不会太难
过。”

刘女士走后不久，我就又接到
她打来的电话，她说她女儿不赞成
她这种捐助的方式，不同意让他们
捐助东西的照片见报，更不允许公
布他们的名字。“她说，妈妈，做好
事怎么能像你这样呢？不要让我的
名字出现在报纸上，如果在报纸上
看到了，我就跟你翻脸。”刘女士
说，“希望你们不要再刊登照片了，
孩子不愿意了。”

最后在写稿子的时候，自己思
量再三，害怕女孩会生气，特意做
了一下改动，也没有刊登女孩母亲
的照片。不过我想，那个高中女孩
最终会明白，无论见报与否，那份
因怜悯流下的泪水和爱心，比真正
的见报或者捐赠的东西更有价值。

谢谢那个献爱心的高中生，整
个活动因为你的推动而更有人情
味。祝你高考顺利。

记者 于荣花

记者走基层 关爱环卫工
2011年11月29日，滨州迎来了

2011年的第一场雪，在路上我们看到
环卫工人早已站立在马路上清理路
面积雪，“路面积水成冰，对过往的车
辆和行人很不安全啊……”就这么一
句朴实的话，就这样一句真心的话，
让我听了心理酸酸的。在这些环卫工
工人中，他们有的年龄超过了60，有
的还患有风湿性关节炎，他们为了大
家的出行方便凌晨5点骑着一辆脚蹬
三轮冒着零下4度的严寒，将路面的
积雪一点点清理。

关爱环卫工是作为媒体的一种
责任，更是我们走进基层的一种活动
方式，这是我们彰显媒体力量的时
刻，这是我们展现大爱的机会。我们
分头行动在市区的大街小巷，面对面
的与他们交流，在寒冬里让他们感觉
到了众人的关爱与对他们的关怀。爱
心认领一触即发，众多市民纷纷献出

自己的爱心，他们之中有学生、有教
练、有司机、有护士等等，其中最小的
仅有5岁。通过这个活动我感受到了
大爱，这个爱不是给予多少东西，更
多的是这种精神，在他们身上看到了
关怀，看到了希望。

当一双双雨鞋、一副副手套、一
个个保温杯送到他们手上，看到他们
开心的微笑，我心里有说不出的高
兴。看到他们幸福的样子，心里又说
不出的感动。活动结束了，可是爱心
没有结束，爱心也不会停止，只会汇
集更多，奉献更多，这是我们社区热
线部用心用爱走基层，真心真意爱环
卫的一种体现，更是一种责任。

静下心来想一想，其实在这个活
动中，我没做什么，只是一个穿针引
线者，付出更多的是那些献出爱心的
市民，更需要感谢的是给予帮助的市
民，是你们鼓舞了我们的斗志，是你

们激发了
我们的热
情。2 0 1 1

年，在众
多市民的
帮助下，
我们走过
了幸福的
岁 月 ，
2 0 1 2 年，
我们将继
续开展爱
心服务，
与大家一
起贡献爱
心，与大
家一起分
享幸福。
2012，我们携手努力走进社区，深耕
社区，服务社区，一起见证2012年的

美好。
记者 王忠才

记者把保温杯送到环卫工手上。 记者 于荣花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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