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这这新新衣衣服服得得留留到到过过年年再再穿穿””
“暖冬”公益行走进马山，爱心棉衣送到贫困老乡手里

2018 . 1 . 5 星期五 96706读者热线：

我 们 就 在 您 身 边

今日E01-E04版 本版编辑：蓝峰 组版：颜莉

本报记者 张帅

“真没想到
俺能穿上新衣服”

马山镇郭庄的张宪贵老
人，过完元旦年满70岁了，他没
有老伴儿，也无儿无女，长期都
是一个人生活。得知有人要来
送棉衣，老人特意把家里收拾
了一遍，虽然屋里摆设很简单，
但看上去很有秩序。“前段时
间，村里给帮着修了房子，屋里
点上炉子，比往年冬天暖和多
了。”张宪贵告诉记者，他是五
保户也是低保户，每月加起来
有300多元生活费，有了这些救
助金兜底，日子才勉强过得去。

“平常有什么事，就靠村里和亲
戚帮忙，多亏了大家的帮衬，俺
才能把日子过下来。”老人将爱
心市民捐赠的新棉衣穿在身
上，照了照镜子，开心得合不拢
嘴，“感谢城里的好心人，这新
衣服平常俺可舍不得穿，得留
到过年再穿。”

离开张宪贵家，记者和爱
心市民一行又来到同村的徐士
绅家。徐士绅老人今年75岁，也
属于五保户和低保户，同样没
有老伴儿，无儿无女。2017年，
村里帮徐士绅申请了危房改造
补助，让老人从原来的破土屋，
搬进了刚修的新房子。“我身体
挺好的，平常还能种种地、养养
鸡，日子是穷了点，但也知足
了。”老人边说边把手里的棉衣

比划了又比划，嘴里还一直念
叨着，“真没想到俺还能穿上新
衣服……”郭庄村党支部书记
刘业平介绍说，像张宪贵和徐
士绅这样的孤寡、贫困老人，村
里还有不少，他们既无儿无女，
又没有劳动能力。“希望能有更
多的爱心人士伸出援手帮帮他

们，让这些老人有一个安定的
晚年，起码不再为吃穿犯愁。”
刘业平说。

“多亏了你们
好心人的帮助”

随后，“暖冬”公益小组来

到了马山镇周庙村薛天利家。
年近六十的薛天利目前和84岁
的老母亲居住在村南河边的
一处简易民房里，五年前，为
便于给患病卧床的“植物人”
妻子洗被褥和尿褯子，薛天利
在离河不远处盖了一间屋，把
家从村里搬到了河边，守着妻

子一住就是5年，直到去年底妻
子去世。

“为了照顾卧床的妻子，这
五年我从未离开过家，更别说
外出打工了，妻子治病吃药多
亏了大病医保、新农合和各类
救助金，减轻了很大负担，否则
根本迈不过这道坎儿。”薛天利
告诉记者，妻子患病期间，家里
花光了所有积蓄，而他自己也
因身体原因彻底丧失了干重
活的能力，今后无法外出打工
了，他和母亲目前靠低保金和
种地维持生计，虽然生活很拮
据，但一家人还算乐观。“也
多亏了你们好心人的帮助，现
在逢年过节就会有人来送吃
的、送穿的，还有送钱的，镇
里还专门联系了爱心企业帮
衬俺们，我对过好日子还是很
有信心的。”薛天利说，他时时
刻刻都能感受到来自社会的温
暖和关怀。

本次“暖冬”公益行动得到
了长清市民的积极响应和踊跃
参与，很多市民在看到报道后
纷纷前往捐助点捐赠衣物，奉
献爱心。读者可通过本报微信
公众号“齐鲁长清”（扫描下方
二维码即可）关注本次“暖冬”
公益行动。

日前，长清区孝里镇第十
二届“十大孝子”评选活动启
动，评选将通过宣传发动、民主
推荐、审核审查等环节，最终确
定10名获奖者，评选时间截止
到1月26日。

为鼓励公众广泛参与，本
次评选采取推荐制，评选范

围包括孝里籍居民及在孝里
生活的外地居民，凡是恪守
孝贤美德、孝敬父母、长期照
顾老人或积极捐助、投资敬
老等公益事业的居民均可参
加评选。

评选分为三个阶段，第一
阶段，从即日起，由推荐人或

单位向孝里镇孝子评选办公
室报名推荐；第二阶段，由评
选活动组委会按照评选标准，
对推荐的候选人进行初审和走
访调查，确定候选人，并向社会
公布；第三阶段，选出“十大孝
子”，为孝子颁奖。

据悉，推荐人选需填写

《孝里镇“十大孝子”推荐登
记 表 》，附 事 迹 材 料 一 份

（800—1500字以内），1寸彩色
照片两张，于1月13日前报孝
里镇宣传办，文字材料也可
将 电 子 版 发 送 至 x l z x c b @
163 .com。

本报通讯员 周萍萍

1月2日，元旦假期后上班第一天，长清区气温骤降，由本报记者和市民代表组成的“暖冬”公
益小组将募捐到的爱心棉衣，先后送到马山镇郭庄、周庙村10位贫困老乡的家中，让他们感受到
了寒冬中的“温暖”。由于此次涉及的留守老人较多，爱心市民段成还专门为老人们购置了一批尺
码宽松的新棉衣。

张宪贵（右一）穿上爱心市民捐赠的棉衣，十分高兴。 本报通讯员 杜敏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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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孝里里镇镇““十十大大孝孝子子””开开评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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