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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成新的棉衣，这就送去”
本报“送暖热线”持续火热，贫困家庭触动更多爱心市民

本报泰安 12 月 8 日讯 (记
者 王倩 赵伟 ) 自从本报
发起“寒冬送暖”活动后，热线
电话就一直响个不停，大多是
爱心市民咨询困难家庭的地
址和需要的物品。“家里没有
的，我们可以去买。”一位市民
说。

8 日上午，一位没有透露
姓名的市民拨打本报“送暖热
线”，咨询贫困户张庆海家的具
体位置和实际情况。他告诉记
者，他也住在向阳小区附近，看
了本报报道后想去看望张庆海
和他 80 岁的老母亲。

听说有爱心市民昨日已经

去看望了张庆海一家，并给他
们送去棉衣、棉被、油面等物品
时，这位市民感慨地说：“没想
到我还是慢了一步，但爱心不
分先后，他们家如果再有困难，
我愿意帮助。”挂断电话前，她
还嘱咐记者再有这样的贫困家
庭，一定先跟她联系，她会尽全

力帮助。
市民崔女士告诉记者，她

看了患有宫颈癌的妈妈希望给
女儿买件新棉衣的报道后很受
触动，想把自己女儿一些衣服
送给张玉兰的女儿。“都是九成
新的羽绒服和棉衣，不嫌弃的
话我立马给她们送去。”

此外，一些爱心企业的负
责人看到报道后也打来电话咨
询捐助相关事宜，他们希望本
报能提供受赠者名单，将尽全
力帮这些贫困家庭温暖过冬。

“ 帮 助 别 人 就 是 帮 助 我 们 自
己。”一家二手车交易网站的负
责人说。

78 岁老人送去棉衣现金
胡宝军感动得哭了好几回

本报泰安 12 月 8 日讯(记者 赵
伟 王倩) “您都快 80 岁了，大冷天
还来看我，真是太感谢了。”8 日下
午，当 78 岁的老人李云珍带着棉被
衣服等过冬物品和 1000 元钱，来到
胡宝军家中时，这位 54 岁的孝子流
下了感动的泪水。

“就想赶快把东西送过去，让胡
宝军能够尽快穿上一件保暖的衣
服。”7 日，当李云珍从报纸上看到胡
宝军一家人的穷困生活后，老人就迫
不及待地想要帮助他，不仅取了 1000

元现金，还找出了一床新羽绒被、一
件棉袄和两个坎肩。“我们还是熟人，
胡宝军在农大南门修鞋时，不光找他
修过鞋，还经常聊家常，只是没想到
他家这么困难，这样的孝子，帮帮他
应该的。”

“哎呀，您怎么来了？”下午 2 时
30 分，当李云珍出现在胡宝军家大门
口时，正在修鞋的胡宝军显得非常惊
喜，两人像老朋友一样握手，坐在一
起聊起了天。“你生活这么困难，怎么

也不说一声，只要我能帮上忙的，肯
定会帮你。”听到李云珍的“埋怨”，胡
宝军也只是憨憨笑着，重复说着一句
话：“那样不好，太添麻烦。”

李云珍把手里的包一股脑地塞
到胡宝军手中：“这是羽绒的新被子，
这是坎肩，穿上很暖和，还有这个棉
袄，你穿穿试试。”李云珍说着就将棉
袄披在了胡宝军身上，帮他整理好。

“你看，还挺合身，以后穿上这个再出
门修鞋就不怕冻着了。”望着李云珍
老人，本就木讷的胡宝军嘴唇颤抖
着，却说不出一句话。

随后，家住琵琶湾村的白富美
也赶到胡宝军家，送来 1 0 0 元钱。

“钱不多，离着又近，以后每个月我
都会抽空送 100 元过来，最起码可
以多买点菜。”白富美说，她摆报摊
收入有限，但得知胡宝军一家的困
难后，就想帮助他，“怎么着 100 元
钱也能挤出来，知道了如果不做，心
里不踏实。”一席话听得胡宝军不住
地擦眼泪。

一场火

烧光大半家当
本报记者 赵伟 王倩

“天气这么冷，没想到你
们大老远还跑来看我。”8 日
中午，尽管腿脚不方便，宋其
勇还是早早来到路边等候。

56 岁的宋其勇是王庄
村的一名普通居民，一场大
病使他丧失了劳动能力，随
后又查出腰间盘突出，行动
更加不便。“现在啥也干不了
了，只能干看着，就连提桶水
也不行。”说到自己的病，宋
其勇无奈地说，尽管不挣钱，
但花费却如流水，每年光医
药费就一万元，现在主要靠
村委会、亲戚朋友救助。

今年 11 月 21 日一场大
火让宋其勇雪上加霜。“那天

因为超负荷用电，电线联电
失火。”宋其勇说，起火的是
卧室，值钱点的东西都在里
面，虽然邻居赶来帮忙，但火
势太大，只能眼睁睁看着东
西被烧。“被褥、衣服、床、衣
柜等，都是用省吃俭用下来
的钱买的，一眨眼就没了，难
受得差点晕过去。”记者在宋
其勇家门口看到烧成黑炭的
床架，他依然舍不得扔掉。

火灾后，王庄村委会捐
助 1000 元，刷了屋子，亲戚
朋友也送来床、棉被和衣服，
尽管如此，宋其勇一家仍然
艰难过冬。“没有炭，炉子只
能闲着，晚上睡觉，被子、衣

服都压上还是冻得哆嗦。”宋
其勇说，只好中午多晒被子
然后揉成一团存点热乎气，

“现在就希望冬天快点过去，
太难熬了。”

“家里这么困难，我却眼
睁睁看着帮不上忙。”宋其勇
说，儿子在劳务市场打工，一
月七八百元，还要担负着孙
子每月 300 多元的学费。宋
其勇的老伴在饭店打工刷
碗，每月 300 多元，为他攒医
药费。这让宋其勇心里更是
难受。“我本来应该是家里的
顶梁柱才对，可现在，他们反
过来要照顾我，我对不起他
们。”

胡宝军试穿李云珍(左)送来的棉袄。 本报记者 刘丽 摄

姓名 捐赠物品

王传胜 新棉被、床单、被套及 100 元

张传慧 油、面

张成利 棉袄、羽绒服

任女士 200 元

王先生 2000 元

李云珍 1000 元

白富美 每月捐赠 100 元

张德志 毛裤、毛衣

崔女士 女儿羽绒服

“寒冬送暖”活动捐赠表（截至 12 月 8 日）

本 报“ 寒 冬 送
暖”活动正在进行，为能

让 困 难 家 庭 度 过 — 个 温 暖
的冬天，同时给那些想奉献爱
心的热心人士提供—个平台，本
报面向社会征集贫困家庭和爱
心 单 位 。如 果 您 的 家 庭 正 在 为
过冬发愁，如果您想为贫困家
庭在严冬中送去一份温暖，

欢迎拨打本报“送暖热
线”69821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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