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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寻找找““海海蓬蓬””
东营志愿组织“海蓬”匿名助人

累计帮助困难家庭超3000户

和姨妈双双入院

“海蓬”帮她坚持下来

一个“海蓬”还没找到

三四个“海蓬”出现了

在记者寻找“海蓬”的过程中，
杨树庆联系到报社，也讲述了“海
蓬”帮扶自己的事情。东营市惠园小
区残疾人邱鹏博、东营区文汇街道
单亲家庭小学生王陈语也要寻找

“海蓬”。因为，他们也常年接受着
“海蓬”的帮扶，而好心的“海蓬”是
谁，大家都不知道。直到东营河口区
义和托养中心的工作人员告诉记
者，供电公司的年轻人以“海蓬”的
名义来捐赠过一些图书等物品。

10月24日，记者联系到国网东
营供电公司，终于在这里找到帮助
程鑫泉的“海蓬”阿姨——— 电力职工
薄芹，帮扶杨树庆的是“感动东营十
大好人”、累计献血超过1 . 44万毫
升的韩冬，帮扶王陈语的是输电运
检室的高立明，帮扶邱鹏博的是配
电运检室任新孝的班组。他们都有
一个共同的名字———“海蓬”。

“海蓬”是谁？
几个月来，在东营市，和瘫痪姨妈一起生活的杨树庆在找

他，高中特困生程鑫泉、残疾人邱鹏博、单亲家庭小学生王陈语
都在寻找“海蓬”。

“海蓬”是一个人，也是一群人。
11月1日，杨树庆历经7个月的寻找，终于将锦旗送到了“海

蓬”志愿者韩冬手中。她拉着韩冬的手，眼泪顺着眼睑下的伤疤流淌下来。“匿名帮助别人，是
不想让受助者产生思想负担。”韩冬说，在国网东营供电公司，像他这样匿名帮扶的“海蓬”志
愿者有1200多人。

国网东营供电公司总经理胡宗
来说，“海蓬”之名源于黄河口盐碱
地上特有的一种植物——— 海蓬子，

“生于贫瘠，改良土地，初春可食，深
秋奇景，我们就是要像海蓬一样服
务社会，善小常为。”

“海蓬行动”开展以来，累计帮
扶困难家庭超过3000户，救助困难
学生890人次，走访慰问抗美援朝老
英雄、孤寡老人、老党员1023人次，
义务献血910人次。“海蓬”志愿者已
发展到1200多人。

在杨树庆看来，“海蓬”的可
贵就在于善举的坚持。“刚开始他
上门说是‘海蓬’，我也没多问，想
着会像其他一些人一样来看一趟
就 走 了 ，哪 知 真 的 常 年 坚 持 下
来。”杨树庆说，虽然车祸出院后
右脚走路仍不稳，但还是得送锦
旗表达自己的感激。

名字来源于盐碱地的

植物“海蓬子”

杨树庆给“海蓬”送来锦旗时忍不住哽咽。

“找到‘海蓬’，一直是我的心
愿。”家住东营市金水小区的杨树
庆今年41岁，她说，自己独自照顾
着瘫痪在床的77岁姨妈王秀华，
日子过得紧巴。去年1月份，一个
小伙子在原来的社区主任成益玲
的带领下，以“海蓬”为名一直上
门帮扶她。

今年4月5日，杨树庆突遭车
祸没多久，王秀华不慎从楼梯上
摔下来也住进了同一家医院。“我
躺在7楼病房，姨妈躺在16楼病
房，我有时就想怎么不一走了之，
这日子多难过呀。”杨树庆说，在
自己最艰难的时候“海蓬”帮助她
勇敢坚持了下来，那时她便想着
出院后一定要找到这个好心的

“海蓬”，送上一面锦旗来表达自
己的感激之情。

然而当杨树庆向成益玲打
听后，发现对方竟也不知道“海
蓬”的真实身份。“其实我是后
来才知道‘海蓬’是供电职工
的。”成益玲说，“社区在进行一
户一表改造时，我才留意到他
的身份，而且对方坚持匿名帮
扶，我也没好追问。”

韩冬说：“杨大姐本身就很了
不起。王秀华老人参加抗美援朝
落下残疾，她一个人常年照料着
也不容易。”于是，当他偶然间听
说社区居委会一直在帮扶这样的
一个家庭时，便想伸出援手，同时
隐匿真实身份。这也让杨树庆的
打听一直无果，直到10月21日，她
看到一篇关于“海蓬”的报道后联
系上了本报记者。

10月21日，《黄三角早报》刊
登一个“寻找海蓬”的稿件。这是
利津县16岁的高中特困生程鑫泉
写给报社的一封信。他在信中讲
述一位自称“海蓬”的好心阿姨在
长达8年时间里帮扶他家，而至今
他也不知道“海蓬”阿姨真名叫什
么。他希望通过报社来找到这位
好心的“海蓬阿姨”。

文/片 本报记者 余俊 通讯员 张桢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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