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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5中学生：

校园做生意 筹款搞公益

捐出自己的压岁钱，给
残疾人买一辆轮椅。27日，青
岛 5中初二学生于泽文的这
一善举得到学校表扬。据了
解，于泽文的小小善举带动
了“连锁反应”，为争做好人
好事，学校学生会成员在校
园里办起小卖部，得来的资
金也将用来帮困助残。

近日，一封大红色的感

谢信寄到了青岛5中团委。记
者了解到，感谢信来自青岛
市残联，感谢的对象为青岛5

中初二二班学生于泽文。原
来，寒假期间，于泽文看报纸
时，偶然发现青岛市残疾人
福利基金会关于“红包换轮
椅 ”爱 心 活 动 的 公 告 。上 面
说，只要捐出206 . 5元，就能为
残疾人购买一辆轮椅，就能

帮 一 名 行 动 不 便 的 残 疾 人
“走”出家门。

看到公告后，于泽文拨
通了上面的号码，通过预约，
捐出了自己的压岁钱。“当时
觉得残疾人行动不便，如果
有了轮椅，就可以多出去走
走，心情就会舒畅。而且那时
自己也正好有压岁钱。”于泽
文说。

“ 其 实 ，对 很 多 孩 子 来
说，春节肯定能收到不少压
岁钱，200元钱每个人都能拿
出来，关键是孩子有这个善
心和热心是难能可贵的。”青
岛5中团委书记张菁说，于泽
文 的 小 小 善 举 在 学 校 传 开
后，不少学生也主动联系市
残联，也表示要捐出自己部
分压岁钱，为残疾人换爱心
轮椅。

随 着“ 学 雷 锋 ”月 的 到
来，该校学生会成员自发在
校园里，开了一个自主管理、
自助售卖的诚信小店。小店
里出售的大都为圆珠笔、胶
棒、笔记本等学习用品。据学
校团委老师说，这些学习用
品卖来的钱将作为“诚信基
金”，所得收益都将用来帮困
助残。

本报记者 李珍梅

19岁公交乘务员陈乐乐：

在家挑大梁 在外献爱心

母亲离世、父亲得病，家
庭重担没有压垮19岁的女孩
陈乐乐，她在做好公交车乘
务员的工作之余，尽自己所
能帮助老人和学生，去年5月
她曾被评为青岛市第二届十
佳“美德少年”。

19岁的陈乐乐是公交106

路的一名普通乘务员，在这
条被称作“岛城最险公交线”
的车上，她克服了在悬崖上
跑车的恐惧，来回4个小时行
程 始 终 微 笑 着 细 心 照 顾 乘
客，她的车厢，被命名为“乐
乐车厢”。

“工作苦点、累点我不在
乎，只要能养活这个家，让我
爸安心在家养病就行。”乐乐

说，2 0 1 0年 5月，乐乐的妈妈
被诊断出宫颈癌晚期，不久
后离世，乐乐 6 0多岁的父亲
也因长期操劳病情加重，无
法工作。1 8岁的乐乐毅然放
弃考大学，到公交路队当乘
务 员 ，挑 起 了 家 中 的 大 梁 。

“一个月工资在2000元以上，
我和爸爸两个人生活是没问
题了。”乐乐说，现在的生活
好多了，她也有时间和精力
去帮助别人了。

109路队书记王琦说，乐
乐平日在工作时，不仅完成
分内之事，还时常帮助同事，
并且经常在轮休时到敬老院
看望孤寡老人。25日，乐乐像
往常一样到了永安路的一家

托老中心，刚进大门，正在看
电视的77岁老人徐爱莲就起
身拉住乐乐的手，不停地说：

“好孩子，手凉了，我给你捂
捂。”说起乐乐，徐爱莲老人
连声夸奖，“这孩子好呀，经
常来打扫卫生，还来跟我说
话。”乐乐说，她最初是在学
校的实践活动中知道这个托
老中心的，之后每周五都到
这里帮忙打扫卫生。工作后，
只要有空，她都会来托老中
心干活、与老人聊天。

因为没有多余的钱做慈
善，乐乐以实际行动帮助别
人。2 7日下午，她在福州路
小学与六年级的贫困学生盛
如瑾结成了帮扶对子，把一
个绣着“one(唯一)”字样的
抱枕送给盛如瑾，这个抱枕
是乐乐被评为道德模范时得
到的礼物，她想让盛如瑾明
白 ， 每 个 人 都 是 独 一 无 二
的，面对任何困难，都不能
轻 言 放 弃 ， 要 多 为 家 人 考
虑。

得知盛如瑾的母亲卧病
在床、父亲全程陪护，家中
生活要靠爷爷奶奶开饺子铺
维持。“我现在没有捐钱的能
力，所以我想通过实际行动
帮帮如瑾，希望她能把我当
成知心姐姐。”乐乐说，自
己也是独生女，懂得没有依
靠时的无助，她会把盛如瑾
当妹妹来对待，常与她聊聊
天或到饺子铺帮忙包饺子。

本报记者 蓝娜娜

尽绵薄之力坚持做公益

他们是传递爱的使使使者者者
青岛市中心聋校教师王建民：

开办手语角

传递爱的语言
本报记者 宋珊珊 实习生 吕璐

做一件好事不难，难的是持之以恒。老教
师王建民将自己的专长做成了一项公益，5年
来风雨无阻在手语角上教授手语，7000多人从
他这里学会手语，其中的很多人又继续传递这

“爱”的语言。

手语角架起沟通桥
在仙游路老年活动中

心，有一个免费提供义务教
学的手语角，已经持续了5

年。57岁的青岛市中心聋校
的教师王建民是手语角的
创办人，每周六他从浮山后
坐40分钟的公交车赶过来
上课，从没有“缺勤”过。

25日，记者来到手语角
的时候，教学活动已经开
始，16位学员正在听课，王
建民教授用手语表达医
生、工作等词汇，还有很多
日常用语，然后让学员们
自由练习。学员中，有一个
十来岁的小女孩，她叫崔
雁翔，今年10岁，听说有这
个手语角后，就跟着妈妈
来了。

崔雁翔的妈妈说，小雁
翔自从去年暑假听了王建
民的第一节课后，对手语很
感兴趣，想多学点手语以后
做志愿者。崔雁翔告诉记
者，“王老师上课很用心，我
要多努力，把日常用语都学
会。在班会上我也教过同学
们用手语唱《感恩的心》。”

据了解，来听课的很多
同学都是青岛五大高校的
学生。很多大学生周末跟着
王建民学习手语，回到学校
后在学校的手语协会再教
给其他同学。下课后同学们
并不马上离开，把自己不懂
的问题继续请教王建民，很
多同学拿出手机认真地记
录下王建民的手语动作。

聋人课堂解疑答惑

除了向手语爱好者传
授手语，教他们怎样与聋
哑人沟通，王建民从2009年
开始，创办了聋人课堂，邀
请青岛市人社局、医院等
机构，教给聋哑人如何理
财，怎样上淘宝网，怎样预
防心脑血管疾病等知识。
在课堂上，王建民就给大
家当翻译，帮助聋哑人们
开拓眼界。

“因为聋哑人从学校
到社会接收到的知识很
少，沟通也不方便，不懂得
维护自己的权益。”王建民
告诉记者，以前有十几位
聋哑人把自己的房子抵
押给了借贷公司，后来房
子都没了，他们都不懂得
用法律维护自己的权益。

“我就觉得有必要组织聋
人课堂，让他们了解一些
知识，也更好地维护自己
的权益。”

举办聋人课堂的困难
是经常邀请不到讲座嘉
宾。王建民告诉记者，有一

次想请人社局的工作人员
做讲座，因为找不到人，他
就在网上发帖子。后来有
人社局的工作人员主动联
系到他，给聋哑人做了关
于社会保障和个人权益的
讲座，“当时参加讲座的聋
哑人有七八十个，图书馆
的大活动室都坐满了。”

市南区聋协副主席
孙世斌和市南区聋协会
员尹媛就经常来听讲座。

“ 因 为 聋 人 文 化 水 平 有
限，又听不见，所以非常
想学知识，每次参加讲座
的人都很多。”孙世斌在
纸上写道。

“过去很多聋人不会
自己办理存折，需要找人
帮忙，去了王建民举办的
讲座学习后，就可以不用
靠人帮忙自己办了。”尹
媛女士也在纸上写道，讲
座上学到很多知识，教她
学会了怎样存活期定期，
怎样使用银行卡，还有股
票保险等方面的知识。

乐乐（右一）和盛如瑾开心地聊天。 蓝娜娜 摄

图为青岛5中学生在校内开办的小店。 李珍梅 摄

25日，手语角，王建民在教学生手语。 吕璐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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