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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烟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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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年来，烟台各
种民间公益事业发展
得枝繁叶茂。积极参
与公益事业，有些人
已经比较富足，有些
人或许仅仅是一位普
通市民。因为有共同
的追求，心中有爱，爱
心在烟台这座城市中
连接在一起。他们希
望，尽最大的努力去
集聚大家的力量，去
帮助每一个需要帮助
的人。在这个充满大
爱的城市里，人们互
相帮助，互相支持，成
就了这座城市的主流
心理导向。

做好事不留名

只是图个心安

认识刘心是因为一次公益活
动。在去年本报举行的利群阳光助
学活动期间，刘心主动联系到记者，
表示想要资助寒门学子。那一次他
和“爱心之家”团队捐出了15000元助
学金。

刘心表示，他只想默默地做公
益，不想出名。对于登在报纸上的名
字，刘是他的本姓，“心”字来源于他
的网名“心如止水”。

刘心说，他做这些事都出自
于内心的愿望。“做好事，不一定
要留名，图的只是个心安。”

刘心说，今年5月，他在媒体
上看到了一则关于16岁的汶川地
震孤儿小强的报道，小强在地震
中失去了双亲，后来被人领养，但
是受到了领养家庭的冷落。刘心
决定，把小强接到烟台，由他来照
顾。

带上所有证件

领回地震孤儿

刘心说，他小时候在农村长
大，生活很艰苦，父母的早逝也带
给了他很多的遗憾。如今他靠着自
己的努力过上了不错的生活，心里
就想帮帮那些需要帮助的人。

“有一次我看了一条新闻，说
是戒毒所里有一个十来岁的男孩。
我就联系记者找这个男孩，想帮他
脱离原来的生活环境，但是只差了
一天，那个男孩就联系不上了，我
要是早一天找到他，他可能就有救
了。”刘心非常痛心地说。

当然，接小强来烟台并不是一
件容易的事，取得小强家人的信任
是最难的。为了办好这件事，刘心
带上了包括房产证在内的所有证
件，连夜坐飞机到汶川找到小强
家。好在，小强家有个远房亲戚在
烟台当警察，经过多方了解，家人
才同意让小强来烟台。

“刘叔叔对我

就像亲儿子一样”

今年5月，小强还在一户领养人
家生活，听说了刘心要带他来烟台，
当时他并没有太多期待。“我去过不
只一家领养家庭，当时那家对我不
是很好，我想换一个环境，就跟刘叔
叔来了。”小强说，但刘叔叔和他们
不一样。

考虑到小强将来的发展，刘心
建议他学医，并联系了相关学校。
小强的基础不好，刘心就安排公司
的年轻人帮小强补课。在烟台，小
强也有了新朋友，闲暇时，他会和
小区里的同龄人一起到海边玩，他
说喜欢现在的状态，很自在。

如今，刘心是小强最信赖的
人。“烟台人很好，刘叔叔对我就像
对待亲儿子一样。” 小强说，刘心
对他很照顾，他在烟台有了家的感
觉，等9月开学了，他会更好地融入
到这个美丽的城市中。

本报记者 刘清源

刘心只是一个化
名，他是一名普通的
烟台市民。刘心说，他
不想出名，只想安静
地 做 些 自 己 想 做 的
事。这是一个关于刘
心和汶川地震孤儿小
强的故事。今年 5月
底，刘心把小强从四
川接到了烟台，让小
强在港城开始了新生
活。

““烟烟台台人人很很好好，，有有家家的的感感觉觉””
烟台民间爱心人士领回汶川地震孤儿，帮他在烟台开始新生活

本报记者 刘清源

20日早上不到7
点，烟台义工李丽就
准备出门了，这天，她
所在的义工团体“情
暖万家服务队”要到
莱 山 区 维 护 交 通 秩
序。与此同时，烟台更
多像李丽一样的义工
们，也已经准备出发。
这几年，烟台兴起了
一股潮流，在城市的
大街小巷，常能看到
这些正在行动的“红
色身影”。

帮帮助助别别人人，，成成了了““职职业业病病””
做义工成为港城新风尚，帮助别人是他们最大的快乐

包饺子走上义工路

说起自己做义工的经历，李丽
回忆，最早是从帮一个孤寡老人包
饺子开始的。

2010年小年前，李丽收到烟台
义工“情暖万家服务队”队长孙立
新的邀请。孙立新对她说，他们要
陪一位年过九旬，还要照顾智障养
子的老人过个小年，想请她去帮忙
包饺子。

“你想象不到那个家有多乱、
多脏，老先生90岁了，那么瘦，而智
障的养子和我年龄差不多，这么大
年纪的老人还要照顾智障的人，有
多难？”李丽说。

李丽也清晰地记得，义工们
帮老人打扫卫生、贴窗花、一起吃
饺子的时候，老人那发自内心的
笑容。“大家都生活在一座城市
里，其实就是一个大家庭，如果多
一些人来帮忙，该有多好。”李丽
说，那次活动之后，她就申请加入
了烟台义工。

帮助别人成了习惯

“义工做的事情都不大，看到
有行人想闯红灯，我们劝说一下；
很多人问路，我们就给指一下。”李
丽说，经常参加这些活动，她也养
成了帮助别人的习惯。平时走路看
见垃圾，就随手捡起来，遇到有人
问路，就主动告诉人家。“家人看见
我帮助人都笑着说我，‘又犯职业
病了’。”李丽说。

其实也有人说过李丽，大热天
的，你出去干这干那的，这不是自
找苦吃吗？李丽却觉得，“作为生活
在城市中的一员，维护这个城市的
环境是我们应该做的。做这些事情
的时候，我们心里有一种充实感，
确实感到快乐。”

外籍华人提供帮助

“情暖万家服务队”是针对社
区的服务队，常组织队员到社区免
费维修小家电。李丽说，曾经有一

位美籍华人给义工队汇了10000元
人民币，专门用于购买维修家电中
要更换的零件。

今年还有一位华侨也汇款过
来，要义工们帮助那些困难家庭的
孩子，给孩子一个美好的回忆。如
今，这样的活动已经举行了三次，
效果非常好。

“做公益，上瘾啊”

64岁的义工周坚家里还有一
个生活不能自理的家人需要照顾，
但每次活动他都积极参与。周坚
说：“大家一起出门做公益，都穿着
红马甲，戴着小红帽，我感觉特别
有底气。”

还有李淑卿，有一次组织爬山
捡垃圾，结果因为没有休息好体力
不支，没到半山腰他就爬不动了。
可隔了一天，队里组织活动，李淑
卿又来了，她说，她喜欢和大家一
起活动，身体健康，精神也愉悦。太
多太多这样的例子，队员们常说的
一句话是“做公益，上瘾啊”。

遇到找不到路的市民，志愿者们主动上前指路，小妹妹笑得很甜，抱拳感谢。 本报记者 韩逸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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