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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领到到两两万万多多善善款款接接着着捐捐出出六六千千
感念好心人帮忙，妮妮父亲也要捐款助人

本报4月24日讯（记者 宋
佳） 日前，本报与烟台市慈善
总会联手，为缺手术费的“镜面”
女童妮妮（化名）募集善款。24日，
妮妮的父亲吴先生领到23200元
善款，其中17200元用来归还欠医
院的治疗费，剩下的6000元钱，吴
先生决定捐出，用来帮助其他有
困难的小朋友。

24日下午2点多，在烟台市慈
善总会救助科，工作人员将23200

元善款交到吴先生手中。看着一
沓厚厚的善款，吴先生说，这都
是好心人的心意，要将它们用在

“刀刃”上。
今年3月11日，本报报道了一

岁半女童妮妮是罕见“镜面人”，
内脏全部长反，且心脏合并6种病
变，亟需手术治疗，但手术费还
有2万元缺口一事。随后，本报联
合烟台市慈善总会为妮妮开展
募捐活动，3天募到3 . 8万元善款，
前期已发放了一部分，剩下的
23200元今日发放。

募集善款的同时，本报还为
妮妮启动了“爱心手术室”。由本
报“名医爱心联盟”成员、毓璜顶
医院心外科主任魏振宇带领最
强团队为妮妮手术，手术历时近5

小时，非常成功。医院还为妮妮

减免了5000元住院费。
“现在还欠医院17200元的

治疗费，终于可以填上这个缺口
了。”吴先生接过善款说，还完钱
款还能剩下6000块钱，他想让爱
心流动起来，妻子也非常支持将
剩下的钱捐出，帮助其他需要帮
助的小朋友。

提起女儿，吴先生言语中满
是感激，他说，“是所有好心人共
同的力量，延续了我女儿的生
命，让她可以像正常孩子一样开
心快乐生长。”

“出院后小家伙很给力，恢
复挺好，就是身上的绷带可能有
束缚，有时会哭闹。”吴先生说，
天暖和了，过几天就可以出来打
零工，争取通过自己的努力多赚
钱给女儿买营养品。

想把“母亲教育”的

实践与理论相结合

尽管中心发展面临一些问题，
但徐耀国仍充满信心。眼下，徐耀
国和志愿者们又在为将于4月30日
举办的第八届“中华母亲节”忙碌。

在长期的“母亲教育”工作中，
徐耀国和专家教授们发现，树立起
一个典型的有中华文化意义的母
亲形象，对母亲教育事业的发展和
传统文化的发扬都很有帮助。以孟
母为典型形象设立一个专门的纪
念日，并进行统一宣传的策划逐渐
成熟起来。

2007年，首届“中华母亲节”以
孟母的诞辰日农历四月初二为准
顺利举办，并逐渐被认可。此后，

“中国母亲节”连续举办7届。母亲
教育中心每年还组织“孝·和文化
节”、“模范母亲”、“贤母”、“孝亲好
儿女·和谐大家庭”等评选活动。

为推动“中华母亲节”与民俗
相结合，母亲教育中心连续多年向
全国人大、山东人大、烟台政协会
议提出，开展“母亲教育”和创设

“中华母亲节”的建议，呼吁使烟台
成为“中华母亲节”的发起地之一。

2005年，第一本母亲教育理论
书籍《弘扬母仪之德》，集徐耀国及
其他5位专家的心血诞生。这之后，
将“母亲教育”作为独立学科进行
研究又成了徐耀国新的目标。

“有独立的研究对象，又有其
社会意义，我们想把‘母亲教育’的
实践与理论相结合。”徐耀国说，此
前在大批专家的牵头下，在环海幼
儿园进行为期8个月的母亲教育知
识结构研究取得了不错的效果，后
期他和他的团队还想将实践与理
论研究相结合，争取推动“母亲教
育”作为单独的学科进行研究。

奔奔走走1155年年，，义义务务宣宣传传““母母亲亲教教育育””
除呼吁创办“中华母亲节”外，徐耀国还想将“母亲教育”作为独立学科研究

努力6年，才渐被认可

心里认定“母亲教育”
的重要性，也愿意以身“试
水”民间公益，屡次遭拒后
徐耀国仍选择坚持。用了 3

年时间，他边研究边影响身
边 的 人 ，又 用 了 3 年 时 间 ，

“母亲教育”逐渐被学校和
企业接受。

2000年，致力于“母亲教
育”研究的徐耀国出了第一
个方案，想以“给母亲过生
日”为依托，呼吁对“母亲教
育”的关注。后因只能找到

一个开在地下室的小餐馆
合作，黯然告终。

2002年8月10日，党培幼
儿园同意徐耀国为孩子的妈
妈们讲课。当年9月，徐耀国又
组织了烟台首届“母亲教育论
坛”，这开启了徐耀国“母亲教
育”实践的第一步。

2003年，徐耀国与党培幼
儿园一起策划了烟台历史上
第一次“模范母亲评选”，效果
特别好。此后，宣讲活动、研讨
会等陆续定期开展。

2 0 0 5年1 2月2 1日，烟台
母亲教育中心，即烟台市老
科技工作者协会科学育人专
业委员会，经民政部门注册后
成立。至此，徐耀国的“母亲教
育”事业被官方认可。

“母亲教育”渐渐被认
可后，邀约也随之而来。由
20多名高校老师、心理咨询
师和贤母代表组成的“讲师
团”会根据企业或学校的具
体问题，义务做“母亲教育”
讲座。

资金、人员缺少仍是发展“短板”

义务开展宣讲活动、参与
交流、筹备比赛，随着“母亲教
育”的理念被认可和接受，76

岁的徐耀国忙得不亦乐乎。但
和所有民间公益组织一样，他
也面临着资金和人手短缺的
问题。

“收到第一笔赞助资金，
我当时受宠若惊。”2005年12

月25日，朋友感念徐耀国为
“母亲教育”做出的努力，送来
1万元善款支持他的公益事
业。徐耀国被深深感动的同

时，吓得将钱直接退了回去。
陆续还有爱心企业通过

赞助活动场地、所需物品、手
机话费等支持他的公益事业。
烟台母亲教育中心唯一的办
公室是国际标榜学校免费提
供的，位于东方银座五楼的一
间不足20平方米的小办公室
内，三台电脑、桌椅和各式奖
杯整齐地摆满了房间。“差不
多所有东西都是别人赞助的，
经费能节省一分是一分。”徐
耀国说。

如今，6所驻烟高校内陆
续成立母亲教育培训基地，不
少大学生也纷纷加入到“母亲
教育”的公益事业中。“看着这
些有爱心有活力的孩子，我心
里高兴。”徐耀国说，随着年纪
的增长，他的精力大不如前，
母亲教育中心无法提供报酬，
招不到专门的工作人员，网站
和日常工作只能靠大学生和
志愿者维护。“想做的事情很
多，但是精力和人手不够。”徐
耀国有些无奈。

徐耀国心愿

追踪报道

公益直通车
烟台正能量 齐鲁是一家

徐耀国正在为马上到来的第八届“中华母亲节”准备材料。 本报记者 孙淑玉 摄

在烟台市慈善总会工作人员帮助下，吴先生正认真填写善款
收到的信息表格。 本报记者 宋佳 摄

受母亲去世和《发现母亲》这
本书影响，徐耀国在“母亲教育”
的研究道路上已奔忙了15年。

“家庭是儿童成长的第一环
境，母亲是儿童的第一任教师，对
儿童的影响至关重要。”徐耀国
说，母亲的离世给他造成了莫大
的痛苦，追忆母亲的同时他感恩
母爱的伟大。后来，徐耀国在研究
过程中发现，母亲这一角色对孩
子、家庭和社会有着莫大的影响，
进而想到开展“母亲教育”。

1999年，徐耀国偶然读到王
东华的《发现母亲》，此前在心里
酝酿了很久的想法终于找到了
方向。身为孝子的徐耀国从小看
着母亲为家庭操持，他觉得该尽
力为“母亲教育”做点什么，《发
现母亲》这本书和他早前的想法
不谋而合。

说做就做，边研读《发现母
亲》边和身边的人交流，徐耀国
将首批“实验对象”定为身边后
辈的爱人。通过影响后辈的妈妈
们，徐耀国渐渐有了更大胆的尝
试，他想将”母亲教育“推广给学
前教育阶段孩子的母亲们。

然而，游说道路并不顺利。
很多幼儿园听完徐耀国的介绍
后将他婉拒，企业更是直接将他

“请”出。15年前，很少有人听过
“母亲教育”的概念，更不会想到
要将此列为学校或是企业的“必
修课”之一。

母亲离世催生

“母亲教育”研究

本报记者 孙淑玉

76岁的徐耀国为“母亲
教育”公益事业已经奔波了
15年。期间，他花了3年时间
摸索，又花了3年时间让周围
学校和企业接受。建起公益

“讲师团”、先后成立54个母
亲教育培训基地，奔忙在日
常的义务宣讲和“母亲教育”
培训活动中，徐耀国虽然疲
累但充满信心。下一步，他还
想创立中国母亲教育学，将
实践与理论结合起来，为后
来人留下更多。

义务指挥交通
可打电话报名

活动预告

26日-27日上午9点，在南大街
和解放路路口，平安社区义工服务
队的义工将继续走上街头，指挥交
通并向行人宣讲文明出行知识，如
愿 意 参 与 其 中 ，您 可 联 系 ：
15306457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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