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戴戴上上黄黄手手环环就就不不怕怕走走丢丢了了””
首批41个爱心黄手环送到养老中心，爱心企业再捐爱心外套

战友情难忘
六旬老人寻战友

本报10月14日讯(记者 王永
军) 今年64岁的李志刚是山东栖
霞人，40多年前他在北京当兵结识
了战友孙东萤，两人成了无话不
谈的好朋友。后来两人失去联系，
难忘战友情，找到孙东萤成了李
志刚的一桩心事。

李志刚说，1969年，他从烟台
入伍到北京空司316部队，部队的
生活比较单一，很长一部分时间
都是在进行训练。就在这个时候，
他结识了战友孙东萤。孙东萤来
自东北四平，不过祖籍在龙口，所
以也算是半个老乡。

因为是老乡的缘故，两个人
的关系特别好。李志刚说，当时两
个人无话不说，平常训练和活动
也是在一块，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不过随着1973年，两个人退伍，就
失去了联系。

就这样，李志刚回到了栖霞唐
家泊老家，成为了一名地地道道的
农民。后来李志刚得知，孙东萤回
到家后，又回到北京，选择读大学。

李志刚说，这些年其实一直
在找孙东萤，但都没有消息。去年
他偶然得知，3月份孙东萤回到了
龙口老家，期间通过栖霞有关部
门寻找李志刚的下落，但是没有
联系上。李志刚说，他知道这件事
的时候已经是7月份了，他又联系
龙口当地部门，想找到孙东萤的
联系方式，但也没有结果。两个人
就这样，在互相寻找中错过了。

“想找到他，好好聊聊这些年
的故事。”李志刚说，孙东萤比他
小几岁，现在也应该有60岁了。

如果您认识孙东萤，请联系
本报寻亲热线6610123或是联系李
志刚老人，电话：13406578143。

骨髓配型成功

手术费却难倒全家

本报10月14日讯(记者 孙淑
玉) 13岁的徐翔宇春节前被查出
白血病，连续三期的化疗让这个
原本活泼的孩子掉光了头发。和
姐姐配型半相合后，徐翔宇再次
赶赴青岛接受第四期化疗，可高
昂的治疗费让一家人陷入困境(本
报2月18日C11版曾予报道)。13日，
徐翔宇妈妈再次致电本报“公益
热线”称，如今在济南军区总医院
找到全相合的骨髓配型，但苦于
没有钱治疗，让一家人陷入绝望。

“孩子恢复都挺好的，就差这
一关了。”13日下午，徐翔宇妈妈徐
秀芹再次致电本报“公益热线”求
助，称小翔宇在济南军区总医院
已进行8次化疗，身体恢复情况稳
定，原本打算用姐姐半相合的骨
髓配型进行移植，但前两天传来
好消息称，在广东找到全相合的
骨髓配型，如身体状况合适，短期
内即可进行手术。

但好消息传来并没给家人带
来多少喜悦，大半年辗转多地治
疗耗光了家里所有积蓄不说，几
乎也磨平了家里人的意志。看着
病床上一天天良好恢复的儿子，
徐秀芹既高兴又难过。赶回老家
跟亲戚朋友借了个遍，仍然没凑
出个零头，徐秀芹整日以泪洗面。

目前徐翔宇已经顺利进行了8

期化疗，只等钱进行移植。如果您
愿意帮帮徐翔宇,可直接与其母亲
联系：15154529231。

本报10月14日讯 (记者
孙淑玉 ) 9月23日，齐鲁晚报
烟台慈善义工管理中心联合烟
台宝来利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发起“爱心黄手环，点亮回家
路”大型公益活动，活动持续半
个多月以来300多名老人陆续
报名。14日下午，首批41个爱心
黄手环送到九如苑养老服务中
心。戴上黄手环，93岁的卢桂美
高兴地跳起了舞。13日首批黄
手环已到本报，市民可到报社
领取，也可在26日集中发放当
天领取。

93岁的卢桂美老家福山，
患有老年痴呆症的她在九如苑
养老服务中心住了近一年。工
作人员给她戴上黄手环后，她
高兴地反复摇动手臂比量，脸
上绽开了灿烂的笑容。看着同
屋不少老伙伴都戴上了黄手
环，她干脆拉着护工在会议室
里跳起了舞。

“我的天，这个手环这么
好。”71岁的于元菊戴上手环
后，左手来回摩挲，不忍摘下。
好奇的她还拿起其他人的手环
反复比对，口中则感慨着“戴上
黄手环就不怕走丢了，随时都
能和家人联系上了。”

1 3日下午，首批近百个
黄手环寄到本报，市民可到
报社领取，也可在 2 6日集中

发放当天领取。活动倡议发
出的第一时间，九如苑养老
服务中心工作人员为在院的
41位老年痴呆症患者报名领
取，14日下午41个爱心黄手环
全部送到。

考虑到老人的实际需要，
本次爱心黄手环赞助方烟台宝
来利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总经
理刘晓明追加捐赠爱心外套或
背心，如有需要请在报名时单
独备注老人姓名、性别、身高、

地址及家人联系方式，单独报
名。后期将根据老人实际需要，
陆续展开关怀活动。

目前，首批黄手环已寄到
本报，已报名的市民可到芝罘
区环山路3号润利大厦(烟台市
图书馆附近，可乘10路、82路、
59路公交车到图书馆站点下，
或换乘7路、1路、3路、51路等在
海滨小区下车后向北步行300

米左右)领取手环。
此外，本报还开建关注老

年痴呆症群(192209589)长期关
注阿尔茨海默症患者，如您家
有老人或您想为这类老人献
出自己的爱心，也请加入我
们。

如果您身边有这样容易走
失的老人，可与我们联系，将老
人姓名、联系方式、地址编辑短
信 发 送 至 1 5 2 6 4 5 2 0 3 5 7 或
18754591513。如果您愿意为这
些老人做点什么，也可致电联
系我们。

“老柴”和他的“失独者亲情家园”

走走近近是是为为了了更更好好地地帮帮助助

常年从事支援服务的烟
台青年志愿者协会亲情家园
项目负责人“老柴”为孩子们
服务了大半辈子，年事渐高，
去年6月“老柴”突然想为老年
人做点什么。

与在社区工作的朋友闲
聊中，“老柴”听说了“失独老
人”的概念，当即决定关注这
个群体。“人数较少，特点明
确，便于开展定向关怀。”说
干就干，辗转多个部门，“老
柴”终于在东山街道拿到了
第一手的信息。没有经验，

“老柴”和他的志愿者团队决
定赌一把，他们希望通过“认
亲”的方式，帮助失独老人找

回久违的“儿女绕膝”感觉。
去年6月30日上午，东山

街道办事处会议室，8对失独
老人在居委会工作人员的陪
伴下入场，在场的35个志愿者
分组采取“群攻”模式，围着老
人闲聊。效果远超预期，一小
时过后，不少老人依依不舍。
得到肯定的信号后，7月20日，
烟台青年志愿者协会的志愿
者们带上牛奶、大米等物品登
门拜访，和失独家庭建立长期
一对一帮扶。

一周后，有失独老人致电
感谢，并希望能到协会义务帮
忙。这给“老柴”吃了一颗定心
丸，这活动有门儿！

本报记者 孙淑玉

随着失独家庭的增多，对失独老人的情感关怀已成为一个不容忽视
的问题。去年6月30日，烟台青年志愿者协会亲情家园项目负责人“老柴”

组织志愿者和第一批失独老人“认亲”，他们通过陪出游、陪过生日、送保
险等方式，很快地走近失独老人。走近是为了更好地帮助，看着失独老人
们一天天老去，志愿者又在谋划解决失独老人们的养老问题。

汇聚爱的力量，公益在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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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岁男孩被查
出白血病》追踪

“认亲”为失独老人

找回“儿女绕膝”感觉

“认亲”过后，如何让失独
老人更加信任伤透了“老柴”
的脑筋。

“伸手不打送礼人，用东西
把志愿者逼进门就好办了。”

“老柴”说，面临沟通压力的不
仅仅是失独老人，不少志愿者
心里也打怵。考虑到对双方的
鼓励，烟台青年志愿者协会决
定用礼物叩开老人的心门。

联系爱心商家捐赠了米
面油等生活必需品后，“老柴”
又“化缘”找来了果汁、围巾等
小礼品。定期给老人送去礼
品，上门勤了，老人们的抵触
也在逐渐降低。

接触半年多，春节过后开
发区志愿者“莲姐”收到了结
对老人的生日邀请，两家人在
一起高兴地吃饭、切蛋糕。照
片发到群里后，“老柴”受到了
很大触动，他说，“这是对志愿
者的绝对信任，当成一家人看
待才会喊来一起过生日。”

5月5日，烟台市青年志愿
者协会QQ群“亲情家园”内又
贴出了为老人送保险的号召，
呼吁志愿者和热心市民捐出
10元钱为失独老人购买一份
意外伤害保险，给他们更多关
爱。历时一个月，共有2151位
失独老人受益。

陪过生日、送保险

用礼物叩开心门 最初的排斥过后，不少失
独老人慢慢尝试走出自我和家
庭，部分老人甚至主动要求参
与到公益活动中来。

“经常打打电话，说说家长
里短的小事。”志愿者刘女士结
对帮扶的对象家境一般，患病
近10年的独生女儿去世后，给
老两口带来了致命的打击。首
次登门拜访正好是其女儿过百
日，望着屋里女儿生活过的痕
迹，老两口抱头痛哭。如今，把
她当成自家人，老人常会存些
农货等着她来再吃。

更大的变化也在发生。去
年7月，志愿者登门拜访失独老
人王建民(化名)，独生子刚去
世，他躲到内屋一言不发。随着

志愿者上门次数的增多，他也
加入到QQ群内，看着大家热火
朝天地想办法，王建民开始到
青年志愿者协会帮忙，并联系
其他人参加活动。

“孩子始终是老人心里的
伤，不能被轻易碰触。”“老柴”
说，这之外这部分老人也渴望与
外界接触，渴望被接纳和理解。

在结对帮扶的50多个家庭
中已有3位老人因生活不能自
理住进了老年公寓，身边少了
孩子的伺候，老人们的晚年显
得格外孤寂。考虑到失独老人
的现实情况，“老柴”和他的志
愿者团队正考虑联合老年公
寓、爱心企业等社会公益力量
为部分老人解决养老问题。

从受助者到助人者
失独老人成为志愿者中的一员

13日，义工来到失独老人的家中，陪他们聊天解闷。 本报记
者 韩逸 摄

九如
苑工作人
员给老人
逐个戴上
黄手环，叮
嘱他们不
要轻易拿
下来。 本
报记者
韩逸 摄

团队风采
说说公益团体那些事

公益寻亲电话：6610123

寻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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