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寻找身边的感动

善良、诚信、担当、

坚持……这些美好的词汇，

是否能够引起您内心的共

鸣，能够带来清新的社会风

气，引发人们思考社会核心

价值观的真谛，寻找到我们

这个时代呼唤的精神？

那么，与我们一起寻找

隐藏在我们身边的“潍坊榜

样”，他们也许不是“明

星”、不是“大人物”、不

是“名人”，但他们将能代

表来自潍坊最基层的百姓，

他们用自己的方式全方位阐

释“榜样”的含义和力量。

请给我们发送一封电子邮

件、一张照片、打一个电

话、发一条短信，让榜样的

光辉照耀我们的城市！

邮箱： yuxiaoxian-blue

@ 1 6 3 . c o m ；电 话 ：

18678086815、13791667431 。

自强自立残疾人李建新：

领着低保却挤出 4 万元捐款
本报记者 丛书莹

自力更生不给社会添负担

29 日，记者在潍城区城关街道

增福堂社区见到李建新的时候，他

正在他自己的家电修理部忙活着，

当他移动身体时，记者发现他不能

站立行走，都是蹲着挪动脚步。李

建新告诉记者，他 1 岁时因为发

烧，烧坏了神经，得了小儿麻痹

症，就再也没站起来。

因为残疾，而且跟着父母下

乡，他没上过一天学，但是他不想

拖累别人，不愿当拖油瓶，于是组

建成了现在的家电维修部。

原本家人是不支持他学习无线

电维修的，觉得他大字不识一个，

万一再有个闪失。但是李建新是一

个脾气很倔强的人，自己想做的就

必须做成功，他辗转找到了能够教

他的师傅，在以后的修理过程中，

他也是边修边学。

城关街道的工作人员看他家庭

很困难，而且是残疾人，想给他办

低保，但是他死活不同意，他说比

他困难的人有的是，自己开个修理

铺，能养活自己。符合办低保条件

的他，连着十多年都没有办。而且

凡是残疾人、贫困家庭等弱势群体

来他的店里维修电器，他都不收维

修费。

他说生意好的时候，一个月能

挣个一千多块钱，现在生意渐渐不

行了，只能挣四五百块，但是他也

没有张口给街道要过钱，反而是街

道实在看不下去了，便下了死命令

给他办了低保。

怀着感恩的心帮助别人

谈起帮助别人，李建新表示自

己当初非常艰难,是社会帮助了他，

因此他怀着一颗感恩的心坚持回报

社会。每次看到社会上有需要帮助

的群众,他都觉得自己有义务捐款，

不做点什么就睡不着觉。

李建新的女儿有一次手受伤

了，很严重，要花去 1 万 4 千块

钱，家里拿不起，政府领导和一些

热心人帮助他们度过了难关。一个

领导还自己亲掏腰包，这些让李建

新非常感动。

感动之余，他也开始了助困的

道路。从 1990 年开始，每年六一、

七一，李建新就会购买生活用品去

看望福利院的孤残儿童，和他们一

起庆祝节日。去潍城区聋儿语训学

校看望聋儿也是他经常做的事，他

会不定时地向聋儿发放自己准备的

礼品，还曾向学校捐助电视机一

台。

从 2008 年开始，他陆续向灾区

捐款近 4000 元， 2008 年为汶川灾

区捐款 1000 元、 4 床新棉被和一件

新棉衣， 2009 年台湾遭遇台风他捐

款 1000 元， 2010 年为西南旱区捐

款 5 0 0 元，为玉树灾区捐款 1000

元……这些钱都是他自己挣出来

的。

收入甚微却资助贫困学生

李建新因为行动不便，在家电

视就成了他的伙伴。有一次在直播

潍坊栏目中，他看到了昌乐女孩高

红娜因为家庭贫困上不起学，就立

即和电视台联系，想帮助这个女孩

上学。

昌乐县朱汉镇下皂户村的高红

娜还在襁褓中就失去了父亲，紧接

着年轻的母亲也离开了她。多年

来，她一直跟着体弱多病的奶奶生

活。随着上学的支出越来越大，家

里的负担越来越重，学费已经承担

不起。但是高红娜在学校是一名品

学兼优的好学生。

为了不让爱学习的孩子辍学，

李建新带上一些学习用品和生活用

品，携同妻子一起来探望。看到她

家里情况非常困难，李建新决定与

高红娜结成“资助对子”，并打算

一直资助到高红娜上完学为止。

自己行动不便，但李建新还是

坚持着先后去昌乐好几次，每次去

都送去 500 元现金以及一些生活必

需品。李健新说虽然自己的修理铺

越来越不挣钱了，但是他把自己的

积蓄拿出来资助孩子上学，自己没

上过学，吃了亏，不能再看到高红

娜因为钱上不了学。

因小儿麻痹症，他只能蹲着行走，他每个月靠修家电只能

挣几百块钱，他被列入低保人员，但他这几年硬是省吃俭用累

计捐款近万元，他叫李建新。

李建新的家很简陋，他靠省吃俭用帮助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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