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2岁农家男孩突发肾衰竭》追踪———

俩好人送来5000元就走了
张刚大篷车“助贫迎春”活动期待您的参与

本报1月22日讯(记者
林媛媛 实习生 武青)

22日，本报《12岁农家男孩
突发肾衰竭》新闻刊登之
后，很多市民纷纷打来电
话，表达对小志国的关心，
其中两位不肯透露名字的
女士把5000元送到医院就
走了。

22日中午，一位姓陈
的女士打电话询问志国的
联系方式，说想给孩子捐

3 0 0 0块钱。“孩子生病就
得治，这个钱给了他就是
救命钱。”陈女士说，她的
朋友也想给孩子 2 0 0 0块
钱。记者提供了志国的联
系方式之后，提出想跟两
人一起去看看孩子并采访
一下，陈女士表示她给孩
子 钱 不 图 名 ，也 不 想 报
道。记者再三表示不拍照
不写名字，陈女士才勉强
同意。

下午小志国的精神很
好，记者在病房一边跟他聊
天一边等陈女士。陈女士到
医院之后给志国的父亲打
了个电话请他下去接一下，
20分钟后志国的父亲带着
两个信封上来，告诉记者两
位女士不肯上楼，只把钱给
他问了问孩子的情况就走
了。

“怎么有这么好的人？
问她们叫啥也不说，问在哪
工作也不说。”志国的妈妈
一直埋怨丈夫不再多问问，

“你好歹问问人家住哪里，
咱别的不能回报人家，年前
我去家里给打扫打扫卫生
也行啊！”

除了这两位“隐形”的

好人之外，高中生高正看了
报道之后，给志国送来了很
多书和杂志，希望能让志国
住院的时候不觉得无聊。市
民邱女士询问志国父亲的
银行账号说想给他们打
200元钱，还有几位市民也
表示想抽时间去医院看看
志国。

也许志国今年的春节
要在医院的病床上度过。像
志国家一样正在为过年发
愁的家庭还有很多，他们需
要温暖和帮助。如果您愿意
为他们献一分爱心，提供一
份年货，我们欢迎您拨打
96706126参与到本报张刚
大篷车“助贫迎春”活动中
来。

丈夫车祸断腿 妻子罹患癌症

这个家真是祸不单行
本报1月22日讯(记者

尹明亮 实习生 王济
安) 一家三口本是幸福之
家，但在天桥区无影山路
123号有这么一家人，丈夫
李华(化名)遭遇车祸刚出
院，妻子韩洁(化名)又因乳
腺癌做了手术，如今一家三
口便由手术后的妻子一人
撑着。

22日下午，记者来到
这个不幸的家庭。50岁的
李华走起路来还有些蹒
跚，手术已经9个多月，腿
中的钢板还没有取出，如
今只能在家休养，受伤前
送报纸糊口的他，因腿伤
无法工作了。

一家三口，挤在39平
方米的老房子里。“2008年
下岗后，家里过得也一直不
宽裕，但有低保，两人打工
也都能赚点，也还好些。”躺

在床上的李华情绪有些低
落。记者到来时，韩洁也凑
巧在家，“以前做家政，每月
能有2000元左右的收入，
但现在做不了了。”

韩洁告诉记者，自从第
三次化疗之后，她的手上便
得了静脉炎，现在每月也得
花300多元的医药费，“现
在我能做的也就是帮人家
接送孩子上下学，每月四五
百块钱，想干重的也干不了
了。”

这对夫妻最担心的还
是已经读高三的女儿，曾获
得济南市三好学生、优秀共
青团员的女儿是他们的骄
傲。

年关将近，李华在家做
点家务，韩洁也依然做着接
送孩子的工作，虽然家里困
难，但他们也想努力过个丰
富一些的春节。

济南首位捐干细胞的公务员：

“救人是天大的好事，

我真是太幸运了”

本报1月22日讯(记者
李钢) 22日，31岁的乔

学杰顺利完成了造血干细
胞采集，成为济南首位捐献
干细胞的公务员。

“救人是天大的好事
啊。”22日，乔学杰正躺在
省立医院进行造血干细胞
采集，见到记者，他兴高
采烈地说起了自己捐献干
细胞的事。1982年出生的
乔学杰，现在在章丘市委
市直机关工委办公室工
作。2012年5月，章丘市红
十字会联合市直机关工委
面向机关干部发出捐献造
血干细胞的倡议，他第一
个填写了捐献志愿书。

在乔学杰看来，这采集
的10毫升血样，如果能给
别人多一分生的希望，那是
一件天大的好事。而让他感
到更意外的是，仅仅半年

后，他就接到通知，自己的
干细胞与一位白血病患者
配型成功。“真没想到，配型
成功的比例很低啊，这天大
的好事这么快就降临到我
头上了。”

开始他的家人还有些
担心，他的妻子张健说：

“当时以为是抽骨髓，有
点担心。”为了让她了解
捐献过程，打消疑虑，红
十字会邀请济南第7例成
功捐献者王洪泰与他们进
行了交流。

“听了以后才知道，现
在不抽骨髓了，就没那么担
心了。”张健打消了疑虑。
22日，乔学杰顺利完成了
第一次造血干细胞采集。他
成为济南市第九例造血干
细胞捐献者，同时也是济南
市首位公务员造血干细胞
捐献者。

“我虽没有钱，但我有时间”
一吃低保的市民已连续给环卫工送早餐一个多月
见习记者 肖龙凤

1月22日清早6点刚过，家住顺河新区的金女士就在馆驿街东口向西

张望。她在等待打扫馆驿街的6位环卫工人。从冬至起，金女士天天给环

卫工人送早餐，已经有一个多月了。

一锅甜沫暖人心

6点半左右，4位环卫
工人陆续来了。他们已经干
了两个小时，6点半到8点
是早饭时间。

金女士很快从家里搬
出来一个电饭锅，打开锅
盖，满满一锅甜沫，香气扑
面而来。“你们不是说甜沫
好吃吗？我就多做几次甜
沫！”金女士小心翼翼地把
搪瓷餐杯盛满，看着还有两
人没来，她有些挂念。

“这么冷的天，她天天
给我们做，我们都有点不好
意思吃了。”徐师傅既感激
又无奈地说，“但我们要是
不来，她就走上一里多地给
我们送过去。”

冬至那天，金女士想给
环卫工人做点吃的，觉得包
饺子有点不现实，就蒸包子
吧。结果这一做就是一个多

月，每天早晨5点多就起来
做饭。元旦那几天清早零下
十几度，她也坚持了下来。

徐师傅说，平时都是回
家现做，等吃完差不多就得
上班了，现在金女士给做了，
吃完就还有时间休息会儿。

“也不是特别好的东
西，就是觉得他们辛苦了一
早晨，回家不一定想做饭。
我给做点热乎的，吃了暖和
暖和。”甜沫、稀饭、米饭、蒸
包，金女士天天换着花样
做，还买过烧饼。

做事不是为出名

金女士一开始不愿接
受采访。她说，自己做这事
不是为出名，“要是为出名，
我做之前先给你们打电话
不是更好？”金女士不希望
本报透露她的姓名，只说网
名是“金色霞光”。

“以前我困难的时候，

居委会、亲戚朋友、街坊邻
居都帮了我很多，现在我只
是力所能及地献一点爱
心。”2006年，金女士曾因
病卧床两个多月，她的姨妈
等亲戚朋友给了她很多关
爱，街坊邻居也经常帮助
她，居委会为她申请了低
保。现在金女士身体仍不太
好，没有固定工作，仍然吃
低保，每月四五百元。

前阵子，有电视台报道
了金女士送早餐的事情。支
持和质疑声随之而来。很多
人打电话要提供帮助，都被
金女士婉拒。也有人质疑：低
保户怎么还有余钱献爱心？

对此，环卫工徐师傅
说，“献爱心不在贫富，她这
么不容易还给我们送饭。我
们都很感谢她，也很感动。
有机会我们也要献爱心。”

感觉自己还有用

金女士说，能为别人做
点事，觉得自己还是一个
有用的人，这种感觉挺好。

“我也知道他们可能比我有
钱，但是时间没我多，我
有时间就给他们做点，也
花不了多少钱。”

丈夫心疼她，给她买
了一个小小的设备，萝卜
洗好了放进去就能做成陷
儿，不用太费力。卖餐具
的街坊按进价卖给她几个
餐杯盛饭用，卖菜的人也
经常给她很便宜的价格，
还有热心市民送来了花
生、菠菜等。

“你看，这么小的一个
事情，也不只是我一个人
做，大家都在献爱心。”金女
士说。

至于还要做多久，金女
士说，过年要给自己放几天
假，等天气暖和了，可能就
做得少了，夏天打算煮绿豆
汤给他们解暑。

22日下午，济南市中区舜耕街道舜和社区艺术团及
舜玉路老年大学艺术团的50余位成员为省荣军总医院的
老军人带去了精彩的节目。演出间隙，舜耕书画研究会
的会员们还将书写的春联和福字送到老军人手中。

本报记者 穆静 摄

天刚蒙蒙亮，金女士就给环卫工送上热气腾腾的甜沫。 见习记者 肖龙凤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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