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只想给孩子要一件羽绒服”
“今冬来送暖”活动首日，数十户困难家庭来电寻求帮助

本报11月8日讯 (记者
陈伟) “孩子到现在还没有
像样的过冬衣服，我们只想
给孩子一件羽绒服。”“天越
来越冷了，可我们现在根本

拿不出钱来买煤。”8日，本报
张刚大篷车“今冬来送暖”活
动首日，数十户困难家庭打
来电话寻求帮助。他们的要
求非常简单，只是希望获得

一件羽绒服和一些取暖用的
蜂窝煤。

8日一早，本报的热线就
响个不停，数十位贫困市民
打来热线，希望张刚大篷车
能给他们送去冬日的温暖。
市民刘勇说，他身体不是很
好，不能干体力活，现在当门
卫，一个月只有7 0 0元的收
入。妻子也没有正式工作，平
时靠打零工维持生活。儿子

去年当兵，明年才能退伍，希
望张刚大篷车能给他们送些
温暖。

市民闫朝双是一位单亲
妈妈，她的孩子今年才12岁，
刚上初中一年级。她是一名
保洁员，每月工资只有6 0 0
元，根本无法承担孩子的上
学费用。“现在天气越来越
冷，孩子还没有过冬的衣服，
我只想给孩子要一件羽绒

服，希望张刚大篷车能够满
足我们的请求。”

除了困难家庭，张刚大
篷车“今冬来送暖”活动也受
到了部分热心市民的关注。
市民张先生曾在去年的张刚
大篷车“今冬来送暖”活动
中，向贫困家庭捐赠了1000
元。“今天看报纸，知道今年
的送暖活动又开始了，我还
想奉献自己的一分爱心，希

望能够帮助更多的贫困家
庭。”

如果您想获得帮助，或
者奉献自己的一片爱心，请
拨 打 本 报“ 送 暖 热 线 ”
96706126。您可以为贫困家
庭赠送蜂窝煤、衣服棉被、电
暖器等取暖物品。您的一分
爱心，可能就会让一个贫困
家庭过一个温暖的冬天。“张
刚大篷车”期待您的爱心。

“每年最怕的就是过冬
天，因为家里实在没钱买煤。”
8日，在振兴街丁字山社区的
贫困户杨佃成家，杨佃成的女
儿杨金玉一说起过冬的事儿
就犯愁。

9年前，杨佃成因为脑出
血，出现了小脑萎缩、大小便
失禁等后遗症，一直卧床不
起。“家里经济条件一直不好，
我和丈夫下岗，弟弟干保洁
员，收入都不多。为了给父亲
治病，我们向认识的人借遍
了，现在家里还欠着人家十几
万。”杨金玉说。

杨金玉原是毛巾厂的职
工，在1996年的时候，她下岗
了。后来她就做起了走街串巷

卖水果的行当，“市场摊位都
是收费的，所以我就骑着三轮
车去各个小区里卖，每天能收
入二三十元。”杨金玉说。

但自从2002年父亲得病
后，杨金玉就没法出门卖水果
了，她把所有时间和精力都用来
照顾父亲。每天除了给父亲做
饭，天气好的时候，她还会扶着
父亲去院子里晒晒太阳。

如今，杨金玉的孩子已经
上大学3年级了，但是她很少
陪着孩子出门走走。“其实不
是不想和孩子出门，实在是因
为家里没钱。随便一个景区，
门票都得好几十，家里有个病
人，哪有闲钱啊！”杨金玉苦笑
道。

父亲卧病在床，每天都需要
吃药，粗算下来，一个月的药费
就要1000元左右。“如果病情反
复的话，还需要去医院查体，花
费更大。”杨金玉说，父亲每月只
有几百元的退休金，根本不够支
付医药费。

冬天是杨金玉最害怕过的
季节。“家里没有集中供暖，我们
只能烧土暖气。但是如果一直烧
土暖气，家里肯定负担不起；如
果屋里不暖和，父亲又很容易感
冒。”杨金玉无奈地说道。

最近，杨金玉正在联系着
购买煤炭，但是煤炭价格很
高，她还没有攒够钱。“如今家
里的煤还没有着落，真希望天
能再暖和几天。”

“最怕的就是过冬天”
天越来越冷，可杨金玉家的过冬煤还没着落
本报记者 陈伟

杨金玉正在给患病的父亲喂药。 本报记者 陈伟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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