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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1月17日讯（记者
林媛媛） 2016年9月1日，是7
岁的刘安运盼望已久的日子，
因为这一天他就成为一名真
正的学生了。这一天，爷爷刘
汉昌一大早给他收拾整齐之
后，带他去的地方却不是学
校，而是医院。在那里，他见了
爸爸最后一面，刘安运的爸爸
因为突发脑出血，一句话也没
留下，就离开了年近七旬的父
亲和7岁的儿子。

四十多年前，刘汉昌的老
伴生老二的时候难产，大人孩
子都没了。把儿子养大，好不
容易给儿子找了个云南媳妇，
生了个大胖小子，安稳日子过
了三年，儿媳妇离家出走再无
音讯。爷儿俩拉扯着孩子，忙
时种地，闲时打工，日子过得
不易，没想到，突然之间，家里
的顶梁柱倒了。

早晨，爷爷起床烧水下面
条，吃完饭之后送孩子去学
校，刘汉昌不大会做饭，每天
买几个馒头，白菜、萝卜、豆腐
吃得最多。刘安运爱吃方便
面，吃够了爷爷炒的白菜萝
卜，就央求爷爷给他泡一包方
便面。周末的时候，爷爷骑车

带着刘安运去赶集，在集上给
他买一份炸鸡柳改善一下，这
是刘安运每周最盼望的事儿。

慢慢地，刘安运好像把爸
爸给忘了，平日里说话从不提爸
爸，有时候会把爸爸的遗物拿起
来看看，看一会儿自己又放回
去。爸爸从济南带回来的小狗

“黑黑”是刘安运的好朋友，他骄
傲地说，这是爸爸从济南带回来
的狗，比别的狗聪明多了。

前些日子，刘安运想让爷
爷陪他去河边捞鱼，爷爷没答
应，刘安运嘟囔说：“以前俺爸爸
天天带俺去，还带俺去摸螃蟹。”
说完这句话之后，好像觉得不对
劲，过了一会儿凑近爷爷说：“爷
爷，你为啥对俺这么好，每星期
都给俺买炸鸡柳？”爷爷明白，刘
安运是觉得自己说话让他伤心
了，故意说好听的哄爷爷开心。

“这娃可灵透了。”
刘汉昌有多年的高血压，

他特别害怕，去年在区医院拍
的片子放在家里，来人就让人
看，问问自己没啥毛病吧，他
说现在责任很大，得好好活
着，多活几年，把孩子拉扯大
了再走。“要不然，俺见了孩子
爸爸没法交代啊！”

本报1月17日讯（记者 林
媛媛） 本报百元助学活动启
动以来，一个月的时间，已经有
近百名孩子得到了热心人士一
对一的捐助。首批资助金也已
经给到这些孩子手中。

1月6日“百元助学”求助儿
童刘安运的情况见报之后，记
者收到了很多热心电话，询问
孩子的具体信息。山东师范大
学第二附属中学小学部2016级
3班的班主任侯老师打来电话
说，想带班里的孩子去看看安
运。“他和我的学生们同龄，看
到他的情况之后心里很难受，
就像是我自己的学生一样。”侯
老师说，想跟孩子长期联系，在

学习方面提供帮助。
12日，侯老师带着4个学

生来到刘安运家里看望他，还
给他带去了新年礼物。虽然大
家都是同龄人，但刘安运看到
从城里来的小朋友还是有些害
羞，躲在爷爷身后有些不好意
思。不过一个小游戏就让孩子们
消除了隔阂，玩成了一片。为了
迎接远道而来的城里娃，爷爷刘
汉昌也早早备下了烤花生接待
孩子。“农村没啥好吃的，花生是
自家种的，我一个一个挑得最大
最好的，找别人给烤的。”

在很多孩子接受帮助的同
时，还有更多的孩子仍在困境
中寻找资助。无棣县信阳乡第
四小学杨校长拨打热线电话为
学校里的贫困孩子求助：“我们
是村里的学校，大部分孩子的
父母都外出打工，留守儿童很
多。”杨校长告诉记者，每个班
里都有一些特别困难的儿童，

这些孩子要么是单亲家庭，要
么是家里有重病人，短时间内
贫穷状态难以改变。“希望好心
人能帮一帮这些孩子。”

如果您愿意参与活动为这
些孩子奉献爱心，您可以在我
们刊发的贫困儿童名单中选择
一个孩子进行资助。我们希望
您承诺每个月至少为孩子捐助
100 元，至少为其提供一年的
资助。我们将对所有孩子的资
助情况进行跟踪，及时发布进
展和变化。此外，我们长期面向
全省征集需要帮助的孩子。欢
迎您将身边贫困儿童的情况告
诉我们。您需要准备的材料包
括一份关于孩子地址、性别、年
龄、家庭条件的情况说明(100
字以上)，孩子的单人照片以及
家庭照片两张。您可以拨打齐
鲁晚报张刚大篷车百元助学项
目热线电话053185193851联系
我们。

为为崎崎岖岖山山路路上上求求学学的的孩孩子子出出把把力力
本报“百元助学”公布第五批名单

““你你不不长长大大，，我我不不敢敢走走””
七旬老汉和小孙子两人相依为命

序号 姓名 性别 年龄 情况简介

87 李欣冉 女 10 母亲离家出走，父亲在外打工，跟随爷爷奶奶生活。

88 冯梓骁 男 6 父亲车祸瘫痪在床，母亲外出打工，跟随爷爷奶奶生活。

89 邢恩惠 女 10 爸爸脑梗塞，妈妈心脏病，生活困难。

90 闫晓敏 女 10 父母长期患病，靠务农为生，家庭贫困。

91 鲍长健 男 6 爷爷奶奶年迈多病，父亲因病没有劳动能力，生活困难。

92 高宝英 女 10 母亲生活不能自理，父亲身体不好，靠父亲种地维持生活。

93 杨方坡 男 13 父亲母亲都患有疾病，靠务农为生。

94 李欣彤 女 10 母亲患病失去劳动能力，父亲打零工，生活困难。

95 常吉昊 男 10 父亲去世母亲改嫁，跟随爷爷生活。

96 陈祖睿 男 7 父亲打工腿摔坏丧失劳动能力，母亲打零工养家。

97 甄守宝 男 6 爷爷奶奶年迈多病，母亲患病，父亲一人养家，生活困难。

98 陈鑫萌 女 10 父母在外打工，跟随爷爷奶奶生活。

99 邓淑芮 女 7 父亲去世，母亲干零活支撑家庭，生活困难。

100 徐志烨 男 6 孩子患有重疾病，花费很大，欠下外债。

101 闫俊豪 男 10 父亲车祸致残，靠母亲打零工支撑家庭。

102 闫玉鑫 男 8 父母离异随父生活，父亲干零工，跟随爷爷生活。

103 常文涛 男 6 妈妈患有重病致贫，父亲打零工支撑家庭。

104 高立健 男 10 父亲去世，母亲弱智，生活困难。

105 王芳慧 女 7 妈妈腿部残疾，父亲年龄较大，打零工维持生活，至今住着土屋。

106 许富烨 女 13 父母离婚，随母亲生活，母亲打零工。

107 鲍长林 男 6 母亲车祸死亡，父亲患病，生活困难。

108 陈佳硕 男 6 父亲因意外眼睛致残，无劳动能力，生活困难。

109 冯帅帅 女 8 父亲入狱，母亲离家，随爷爷奶奶生活。

110 李兆薇 女 7 母亲劳改，母亲离异，跟随多病的奶奶生活。

111 陈海秋 男 12 父母离异随父生活，爸患有精神疾病，跟随爷爷奶奶生活。

112 杨艳艳 女 13 母亲智力残疾，父亲腿部残疾，生活困难。

幼时母亲出走，7岁又失去父亲，刘安运只剩爷爷一个亲人。

本报记者 林媛媛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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