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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读

爱可以成为品牌
青岛两个公益组织的启示
本报记者 龚海 姜萌

良心引爆点

陈敏现在是青岛红十字会
“微尘办公室”的负责人，她说，
“微尘”这个慈善品牌从无到有绝
非红十字会单方面的贡献。

故事的开头青岛人早已耳熟
能详。2004年印度洋海啸，一对中
年夫妇走进青岛市红十字会，掏
出5万元现金，说要向海啸灾区捐
款。工作人员在开具捐款收据时，
他们说，自己很平凡，做的事也很
微小，就像一粒尘埃。如果非要留
下什么名字，就写上“微尘”好啦。

工作人员这才想起“微尘”的
名字多次在捐款记录中出现：这
对夫妇曾为新疆地震灾区捐款
5000元，为抗击非典捐款1万元，还
多次救助贫困患病儿童和孤儿，
署名都是“微尘”。

“微尘”是谁？“微尘”在哪里？
经由媒体的宣传，一时间大家都
在寻找。

“这成了一个引爆点，引爆了人
们内心的那种善良。”陈敏说，事情
的发展超乎想象，“爱心像多米诺骨
牌，一个一个地传给别人。”

“微尘”没找到，众多“微尘”
出现了。很多市民以“微尘”的名
义去红十字会捐款，光是为印度
洋海啸的募捐，署名“微尘”或匿
名向红十字会捐款的就超过了个
人捐款总额的一半。

“微尘”成为公共话题，市民开
始建议设计微尘标识，注册微尘商
标，保护“微尘”这个公益品牌。于是
有了“微尘”，之后又有了微尘基金。

就当是生活的一部分

“‘微尘’不在于捐款的数额
大小，它不见得救人于水火，只是
在人需要的时候，让人感受到温
暖。”陈敏觉得，“募集到多少钱不
是最终目的，重要的是爱心能传
递多远。”

每一笔捐款背后都有一个特
别的故事。有一个农村老太太衣
着简朴，第一次到红十字会甚至
还不会坐电梯，但却极尽节俭，把
省下来的钱一笔笔地捐了出来。

李大姐几乎每一次都出现在
红十字会捐款的队伍里，“只要是
我在新闻上看到哪里又遇到灾
难，哪里又出事了，我就坐不住，
总想捐点钱。”她说年轻时就浸染

着“学习雷锋”、“为人民服务”的
理念，那时虽没有微尘，也没有人
呼吁博爱，但大家都愿意无私地
提供帮助，她只是把这种观念一
直延续到了现在的生活中。

陈敏为本报记者提供了多个
电话，但几乎所有的“微尘”都不
愿抛头露面接受采访。“小小微
尘”说，她自己只是做了力所能及
的事情，“红十字会就在我家附
近，有时我出去散步，碰巧走到它
楼下了，想起来了，刚好我身上有
钱，我就上去捐个款，三五百元不
等，没有就算了，这就像在山上散
步碰巧扶老人一把。”

“小小微尘”希望越来越多的
人有这样的习惯，就当是生活的
一部分，“这样做得多了，对个人
的幸福感也是种提升。”

“保己救人，免责救人”

“陈光标一捐就几百万，我可
能只能贡献一下自己的体力。”李
延照觉得这在道德上没有什么高
低之分。

与“微尘”的理念相通，李延照
在青岛有一支蓝天救援队，队员们
在工作之余免费做户外救援。在青
岛去年的36起户外事故中，李延照
和他的队员出动了17次。

“我们有八个字的原则，保己
救人，免责救人。”李延照相当理
性，他极力劝阻队员奋不顾身的
道德冲动，“有队员问我，如果有
人被困崖下，山崖有块大石头摇

摇欲坠，如果去救人，石头很可能
就掉下去，施救者和被救者都没
有生还的可能，那还要不要去救？
我坚决回答他：‘不救。’”

为了避免不必要的纠纷，李
延照甚至要求队员每次救人时都
要取证，拍照录像，做好免责。

如此瞻前顾后似乎违背了
“见义勇为”的道德内涵，但李延
照一直在想方设法用技术和专业
来化解救与不救的道德两难。他
让每个队员都不断加强搜救本
领，做好安全保护，用自己的专业
性去化解险情，“到现在，我们还
没有遇到不救的情况，也没遇到
救不下来或人员伤亡的情况。”

蓝天救援队从不主动招募队
员，有人热情满满地找到李延照，请
求加入，李延照并不答应，“我们需
要的是热情、技能和体能，没有技
能，没有体能，去了插不上手，干不
了一天就累趴下了，谈何救人。”

有位63岁的老太太在山上摔
断了腿，天下着大雨，山崖陡峭，
李延照和队员们用担架把她送下
山。获救者家属问队员该给多少
钱，队员们说不要钱，对方一愣。

队员们乐在其中，他们早已为
获救者准备了程式化的告别语：“我
们不需要回报，只需要你一个承诺，
当别人遇到困难时，你也能像我们
这样无私地帮助他(她)。”

李延照说：“等老了，坐在村
头的小马扎上，晒着太阳，说自己
年轻时救了多少多少人，该多幸
福，那就是最好的回报。”

到底该怎么学雷锋？如何让学雷锋活动常态化？
在青岛，有这样两个公益组织给我们带来了启示：“微尘”已从8年前一对夫妻的捐款行为，发展成

了一个公益品牌和基金；“蓝天救助队”去年参与了17起户外救援，而他们“保己救人，免责救人”的理
念也让我们对学雷锋有了新的理解。

你怎样孩子便怎样

妈妈们的美德培训班
本报记者 龚海

“道德教育要可操作”

“太功利了。”仝鸣说，这是整
个社会的症候。

这位济南妈妈觉得急功近利
已经渗透到了家长对孩子的教育
上，“孩子就像橡皮筋，只能扯这么
长，家长非要往更长了扯，都快断
了。”她一边用手比划着一边说。

学校教育没有给道德教育分
出太多时间，“(德育的)框框太多
了，有些道德的概念很宏大也很模
糊，孩子们无所适从。”仝鸣翻看着
儿子的初中政治课本，尽管比她学
生时代的课本更活泼，也“人性化”
了许多，不过遗憾的是，“道德教育
的形式依然显得僵化，孩子们的逆
反心理还在。”

2010年，仝鸣找到了一个新的
切入点。她和济南市的十几位妈妈
一起开办了全公益的美德培训班，

希望每个孩子都能从中受益。“这
也算是我的自救。”仝鸣说。

同为妈妈的高君是美德课的
另一名发起者。2006 年，高君接触
到一本《家庭美德指南》，这本书已
在国外流行多年，国内也有人关注
到了它在儿童美德教育方面提出
的简易有效的方法，高君想和朋友
们分享这本书的理念。

“我们在道德教育领域习惯模
糊思维，需要适当引入具体、可操
作的行为规范。”仝鸣说，这本书的
理念并不高深，但可操作性很强，
书中精心编排了各种小游戏，寓教
于乐，让孩子亲身感受到美德的内
涵。

“美德在我心中”

刘芳一直坚持让女儿参加美
德课程，即便已上高二的女儿课业
繁重。

“因为请了外教来给讲课，有
些家长就带孩子来听了几堂，后来
就不来了，觉得花时间上美德课，
还不如给孩子报个辅导班。”刘芳
觉得这就有些短视了，美德的培养
从长远看甚至会帮助孩子更好地
学习。

刘芳说，女儿以前很胆怯，在
人前说话就会脸红，表达能力也很
差，但一年多的美德课上下来，却
自信了很多，“我还告诉她，你好好
学习，就能够去帮助那些学习差的
孩子。”这甚至成了女儿学习的一
个动力。

刘芳的女儿现在很乐意参加
美德课，“参加课程的这十几个孩
子都很友好，他们之间没有任何竞

争，这让她毫无拘束。”
《家庭美德指南》列举了 52 种

美德，如“感恩”、“责任感”、“耐
心”、“整洁”等。美德课程就以每一
种美德为主题展开，分成了 52 节
课，取名“美德在我心中”。

不过，仅靠一本书和几堂课显
然解决不了孩子所有的道德问题。

“有人说，婴儿是一张白纸，家
长可以随意在上面作画，但其实不
然。孩子们天性都是善良的，只是
长大后可能被遮蔽了，我们需要激
发出孩子内心的美德。”仝鸣这样
认为。

“我们要拂去孩子们心灵上的
灰尘。”妈妈周峻也这么说，在这一
点上，参加课程的妈妈们基本达成
了共识，她们要让孩子最终发现自
己，把本来就有的美德激发出来，
这才是最终的目的。

“哪怕孩子有 5 个缺点、1 个
优点，我们也要去表扬放大这个优
点，如果去批评那几个缺点，很可
能最后连唯一的优点都没有了。”
仝鸣说。

“这也是家长的一个

成长过程”

道德的高度往往取决于一个
人内省的深度，自从办起美德培训
班，这些妈妈们也开始像哲人一样
思考。

现在，妈妈们在闲暇之余翻看
各种经典，比照自己的生活阅历，
开始反思人生的意义，将自己的感
悟传递给孩子，帮助他们在为人处
世上做出基本的判断。

“你应该这样做，应该那样做，

我们传统的道德教育经常以这种
说教的形式出现，引来的往往是孩
子们的愤怒和反抗。”仝鸣说，“我
们得让孩子领悟每个道德行为背
后的大道理。”

“实际上这也是家长的一个成
长过程，我们必须以身作则，不然
孩子也会嗤之以鼻，‘怎么你们说
的和做的不一样’。”周峻说。

身先垂范自然重要，但妈妈们
不希望孩子因此受到道德的逼迫，

“有些孩子甚至学会了迎合大人，
在人前一个样，私下里又是一个
样。”仝鸣觉得之所以这些孩子还
做不到“慎独”，是因为他们还没有
领会道德的本义，自然就很难形成
由内而外的自律。在这一层面上，
她们想做的是对孩子完整人格的
培养。

“我们希望孩子能成为一个有
人格魅力的人。”周峻说，如此对孩
子未来图景的描述似乎有些虚，但
妈妈们觉得完善的人格相当重要，
这意味着他们懂得奉献，懂得帮助
别人，还有其它的各个方面。

“班上有个孩子已经把做好事
内化到了自己的意识里，碰到下雨
就给人撑伞，不管认识与否，都愿
意带人上家里避雨借伞，做得非常
自然。”仝鸣认为，其实孩子们原本
就应该内外如一。

现在，有 14 个孩子在参与美
德课堂。仝鸣说，这一直是个小众
的活动，从一开始就没想到要做多
大。不过，她也注意到了，越来越多
的家长开始把孩子的美德教育当
成重中之重，经常有同学、同事给
她打电话，说下次上课时一定通知
他们，他们也带孩子去体验一下。

一群十多
岁的孩子随意
地 围 坐 在 一
起，在简短的
游戏中，他们
要逐一说出别
人身上具备的
优点，毫无保
留。

这是一堂
关于儿童美德
教育的课，是
济南一群妈妈
在孩子道德教
育上做出的尝
试。她们笃信，
只要孩子的人
格健全了，他
肯定会是一个
好人，不用刻
意地学雷锋，
他们在人格上
已经与雷锋精
神相通了。

▲妈妈们把美德教育课程带到了偏远的济南市仲宫镇穆家小学。

践践 行行

▲微尘基金举办的一次捐资助学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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