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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济南

都会

大课间结束后，在同学的
帮助下心怡又回到了三楼的教
室。教室门上“五年级(2)班”的
旁边，”千千班“三个字引起了
大家的注意。

“千千班可是有来历的。”校
长王兴茂告诉记者。原来，张心
怡在老师同学的帮助下，左侧身

体状况有了明显提高，性格也变
得开朗了。虽然身体残疾，心怡
的成绩还是升到了中游以上，她
身残志坚的故事也传了出去。

山师附小不少学生家长听
说心怡的故事后，来到了学校和
心怡结了帮扶对子。其中，一个
叫“千千”的孩子与心怡联系最

多。后来，学校干脆就命名五年
级二班为“千千班”。在千千班的
讲台旁边，蒲公英爱心图书角放
了很多爱心人士捐送的图书。

“千千不仅仅是个名字，也
寓意这份爱心会传递千千万万
的人，永远传递下去。”王兴茂
说。

““孩孩子子别别怕怕，，老老师师陪陪你你一一 起起爬爬””
一个脑瘫小女孩，在老师和同学的爱心搀扶下成长

“ 你 给 我 一 句
话，就打开我的一扇
窗 ；你 给 我 一 个 微
笑 ，我 浑 身 就 有 力
量 ；你 给 我 一 个 眼
神 ，我 就 找 到 了 方
向……”11岁的女孩
张心怡在日记里这
样写道。张心怡是一
个脑瘫孩子，老师同
学和爱心人士的帮
扶让她坚持了下来，
她所在的班级也以
帮扶对子的小名改
成了“千千班”。

文/本报记者 王光营 徐文敏 片/本报记者 陈文进

“帮扶小组”传下爱心接力棒
6日上午，随着一阵急促的

下课铃声，章丘市宁家埠镇荐
家学区小学的孩子们一窝蜂冲
向操场。

在五年级二班，小姑娘张
心怡静静地坐在座位上。红色
的外套，小小的马尾辫上扎着
可爱的头筋，略有冻疮的小手
在写着作业，只是比普通孩子
看起来瘦弱很多。如果不是事
前知道，记者很难将她和“脑
瘫”联系起来。

这是大课间操时间，孩子

们撒着欢儿跑向操场，张心怡
眼里露出一丝羡慕的目光。隗
一、张雪涵、张梦菲等几位班干
部马上围拢过来，和张心怡一
块说说笑笑地从三楼教室慢慢

“走”了下来。
说“走”，其实是这几个孩

子一起把张心怡一边扶一边抬
下来的。今年11岁的张心怡患
有先天性脑瘫，尽管十多年来
父母为她四处寻医，小心怡还
是身体虚弱，连坐都要伏在桌
子上。

“从三年级开始，这个帮扶
小组就一直在帮助张心怡。”校
长王兴茂告诉记者，帮助小心
怡上下楼似乎成了每位师生的
习惯。“以前都是高年级的同
学，现在他们毕业了，五年级的
孩子们就主动接过了爱心棒。”

如今，这个“帮扶小组”有
10位固定的同学，每天帮张心
怡上下楼。虽然已经到了五年
级，周围的同学换了一茬又一
茬，可爱心“帮扶小组”将接力
棒传了下来。

这一切源于张心怡当初的
班主任李桂荣。

为让张心怡尽快融入班集
体，细心的李桂荣老师经常与
她谈心了解她的身体，关心她
的学习，纠正她的错误认识；同
时还特意把几位热心的女生安
排在她座位周围，主动与她交
流，及时给她帮助。

“听说脑瘫康复要多训练，
得从练习爬开始。”李桂荣告诉
记者，新校区有塑胶跑道，还有
草坪，对心怡练习爬具备了很
好的条件，于是就经常把心怡
背到草坪进行爬行训练。

李桂荣表示，由于长期患
病，张心怡只有一侧肢体能使上
劲，一开始连爬都爬不稳当，经

常双手都磨出了血。由于年龄
小，学校的孩子经常来围观，有
的还指指点点，张心怡也自卑起
来，瘫坐在草坪上不知所措。

这时李桂荣自己也跪下
去，和张心怡一起练习起来，孩
子们顿时安静了许多，主动加
入了“陪爬”队伍中，一个、两
个、三个……

班主任老师陪她在操场一起爬

爱心结对子，班级改名“千千班”

在济阳县垛石镇大张家村，
张传海家的院落丝毫不起眼，屋
里除了一台过时的彩电，再无大
件的家电。

记者一进屋，老伴李长花
就从里屋抱出了一堆药，瓶装
的、盒装的，全部用塑料袋装
着，记者盘点了一下，八种药。

“一天3顿药，一顿得吃8
种，快当饭吃了。”李长花老人
说，光吃这些药，老伴一个月
就得花2200元，还不算得去县
里做检查的费用。

原本，张传海一家在农村过
着平凡的生活，虽不富裕，却很
温馨。老两口相濡以沫，女儿女
婿孝顺体贴。

去年6月份，张传海老人
突然病了，在齐鲁医院一查，
肾功能不全，还挺厉害。住了
十天院，老人自己就死活要求
出院，“十天花了一万两千多
块钱，这不是烧钱吗。”

李长花明白，老伴这是心疼
钱，更是心疼孩子。老两口一辈子
务农，没攒下什么钱，唯一的女儿
女婿家庭条件也不好，根本负担
不了高昂的住院费用。拗不过张
传海，家属无奈让他出了院。

“医生说了，不治，很可能
得尿毒症。”6日，李长花告诉
记者，后来在女儿的坚持下，
又在济阳县医院开始医治，但
为了省钱，只治病不住院。

柿子的果实，丰厚圆硕、
形如如意，又因“柿”与“事”
谐音，所以寓意为“事事如
意”。

快到植树节了，若您想
帮助张传海老人，不妨来献
一分爱心。以10元钱购买一
棵树苗的形式帮帮老人一
家。钱不多，带上树苗带上孩
子去栽下，也算在植树节种
下一分爱心了。

如果是有需求的企业单
位批量购买，也不妨联系我
们，我们愿意与您一起见证
一片爱心林的成长。

订购方法如下：
方法一：您可以拨打本

报热线电话96706，留下您的
姓名、联系方式和订购树苗
的数量；

方法二：扫描“逸周末”
二维码，关注齐鲁晚报“逸周
末”微信公众号，在对话框中
输入“订购数量+订购人姓
名+联系电话(手机号码)”。

我们会在第一时间与您
联系。

七七旬旬老老人人求求助助本本报报卖卖树树救救命命
拇指粗的柿子树苗，一棵10块钱

6日上午，看着地里近千棵的柿子树苗，70岁的张传海满是愁容。树苗成活了，销售却
成了难题，更让张传海犯愁的是，老两口都病了，树苗卖不出去，医药费就成了难题。

6日中午，在自家田地里，
柿子树苗高约两米，拇指粗。张
传海摸摸树枝，拨拉拨拉树根，
紧缩眉头。

老人偷偷告诉记者，其实
依自己做主，药不想吃了，病也
不想治了，可是看到老伴和女
儿的痛苦样子，自己没法坚持。

3月5日，张传海女儿的同
事听说了老人的病，为了帮帮
这家人，就给本报微信发来了
求助信息。

“要不是实在没办法，也不
会给报社添麻烦。”老人说，其
实老伴没告诉记者，她自己也
有冠心病，也需要吃药，但为了

他，能少吃一顿就少吃一顿。
能否寻求好心人帮忙？老

人连连摇头，“不给社会添麻
烦，卖树能行。”原来，听说老人
得病，不少亲戚朋友说要帮忙，
张传海都拒绝了，他觉得，给大
家添麻烦不好。

老人说，他觉得先卖了
这些树，就能暂时缓解手头
的困难，至于以后，自己可以
想办法。

“这些柿子树我种了两年
半了，栽上，明年就能结果。”仿
佛黄灿灿的柿子就在眼前，老
人难得地露出一丝笑容，“柿子
树很好活，啥地都能栽。”

“不给社会添麻烦，卖树能行”

七旬翁患肾病，愁坏一家人

文/本报记者 崔岩 片/本报记者 郭建政 认购爱心树

明年结爱果

在大家的帮助下，心怡变得开朗自信。

操场上，同学们陪着张心怡（左二)进行爬行
康复训练。

爱心小组同学和老
师帮助心怡下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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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着地里的树苗没法去卖，张传海老人紧锁眉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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