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说出新年愿望，我们帮你实现
本报“心愿漂流瓶”大型圆梦公益行动启航

本报济宁12月11日讯(记者
黄广华 马辉 ) 寒冷的冬季，温
暖与感动的脚步却一刻也未曾停
下。值此2012年新年即将到来之
际，本报《今日运河》编辑部特推出

“心愿漂流瓶”圆梦公益行动。我们
将力求温暖那些需要温暖的人，并
把爱心接力棒传递到济宁的各个
角落。

心愿不是不着边际的憧憬，也
许只是点点滴滴，亦或是一种感
觉、一个场景，一件多数人眼中微
不足道的事情。心愿，也许是乡村

留守儿童过年时的一件新衣，也许
是一对金婚夫妇期待已久的一张
婚纱照，也许是离家在外的孩子给
父母置办的一桌团圆饭，也许是一
位退休工人渴望再见到的昔日老
友……

在我们所共同生活的这座城
市里，每一个人都有着不同的心
愿，而生命的精彩往往就是由一个
又一个的期翼编织而成的，那些美
好，将会使你的眼前顿时充满许多
靓丽的色彩。

你 有 未 达 成 的 心 愿 或 是

对 新 年 的 期 待 吗 ？可 以 打 电 话
或 发 邮 件 告 诉 我 们 ，即 使 不 能
为 你 圆 梦 ，起 码 我 们 是 在 真 诚
倾 听 ；如 果 你 有 着 助 人 的 意 愿
和 能 力 ，也 可 以 融 入 到 这 支 爱
心 涌 动 的 队 伍 中 ，让 爱 心 的 接
力 棒 永 远 传 递 下 去 。对 于 你 的
心 愿 ，我 们 将 把 它 贴 在 本 报

《 今 日 运 河 》的 新 年“ 心 愿 墙 ”
上 。授 人 玫 瑰 ，手 留 余 香 ，如
果 你 身 边 有 需 要 的 人 ，也 可 以
代 为 采 集 他 们 的 心 愿 ，你 就 是
心 愿 采 集 人 。请 相 信 ，我 们 会

努 力 让 你 的 心 愿 变 成 现 实 。
爱 心 不 是 一 滴 水 ，而 是 一

片 海 。在 这 片 爱 的 海 洋 里 ，我
们 也 希 望 更 多 有 意 愿 、有 责
任 、有 能 力 的 爱 心 人 士 及 爱 心
企 业 加 入 进 来 。为 需 要 帮 助 的
人 加 油 鼓 劲 ，为 在 困 难 之 中 的
人 送 去 温 暖 ，因 为 你 的 爱 心 ，
别 人 的 生 活 就 会 增 添 开 心 和
快 乐 。我 们 相 信 ，此 时 的 你 ，
内 心 也 一 定 是 满 满 的 温 暖 与
满 足 。

即 日 起 ，你 可 以 拨 打 本 报

2110110爱心热线，口头讲述说出你
的心愿；或加入QQ群40794370，写
下你个人资料和自己的心愿；或者
将新年愿望发送电子邮件到邮箱
yunhe110@163 .com，将您的新年愿
望邮寄到：济宁市洸河路11号，齐
鲁晚报《今日运河》编辑部新闻中
心“新年愿望”收(邮编：272000)。如
果你是爱心人士或爱心企业，也可
以通过以上联系方式联系我们。此
外，你还可以登陆本报《今日运河》
编辑部官方微博 (http://t .qq.com/
qlwbjryh)给我们留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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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运河

“三个孩子出了重症监护室，我们
非常高兴，但是孩子吃的奶粉一天比
一天多了起来，也令我们一家感觉有
些力不从心。”10，本报曾报道过的邹
城三胞胎出了重症监护室，看着三个
小家伙，他们的父母既高兴又担忧。

11日下午，记者来到济宁市第一人
民医院，三个小家伙分别裹在暖和的
包被里，安静地睡着。三胞胎的母亲刘
福英坐在床边，一脸幸福看着熟睡的
孩子们。“周五的时候老大先从重症监
护室里出来，之后老二老三也都出来
了。”刘福英红红的眼睛里闪着泪花。
三个小家伙一出生就住进重症监护
室，隔着一道厚厚的门，母子22天没能
见面。“现在孩子们出了重症监护室，
我心里也松了口气，见到孩子特别高
兴。”

刘福英告诉记者，三胞胎在重症
监护室里生长得很好，身体状况也逐
渐稳定。“医院体谅我们家庭条件有
限，就让孩子们提前搬出监护室，在正
常环境下成长，这样也能让我们省一
笔钱。”护士走进病房给孩子送药，睡
醒的老大睁开眼睛，动动小嘴打个哈
欠。护士忍不住摸摸孩子的小脸，“这
孩子长的真好看，尤其是双眼皮，多乖
巧的样儿。”

刘福英很高兴听到别人夸奖大女
儿长的漂亮，因为早产，三个孩子比一
般的孩子要小很多，小脑袋上还要注
射促进大脑发育的营养液。虽然在重
症监护室里全方位保护下的环境中过
了22天，小家伙们都长的很快，但按照
正常日期，三个孩子目前也只有36周，
体重最重的才3 . 5斤。三胞胎中一男两

女，躺在床上不哭不闹。刘福英告诉记
者，不哭不闹不是因为孩子脾气乖巧，
而是他们太小，力气也弱，没有力气哭
闹。“刚出重症监护室时一点不哼哼，
饿了也很少哭，就算哭了也是很小声
的，这两天还好些，能听见哭声了。”

为了给三胞胎凑齐医药费，三胞
胎的奶奶在邹城老家把过冬储备的麦
子和玉米都拾掇出来卖了，地里的葱
也都赶紧着拔出来一并卖了，各家亲
戚也都倾囊相助，“一听有了三胞胎大
家心里都高兴，但是也是愁啊。”

“现在三个小家伙长的快，吃得也
多了。”因为孕期营养不良，三胞胎的
妈妈患有较为严重的贫血，怀着宝宝
时已经吃了不少苦头。现在刘福英的
身体状况也在恢复，无奈奶水不足，无
法满足三个小家伙的需要。“冲奶粉的
话，他们一次能喝40、50ml，一天就要
喝8次。”刘福英看着桌上400克的罐装
奶粉有些无奈，180元一罐的奶粉也就
够三个小家伙吃一天半。

“现在，照看孩子是最大的事，晚
上也不敢睡太沉，一个饿了，一个闹
了，就要马上起床。”刘福英说，三个孩
子现在身体状况平稳，但是需要尽心
照顾，毕竟都还太小。

“孩子出生那天是个雨天，没事的
时候我给他们起了名字，老大宇欣，老
二宇生，老三宇晴。希望以后的日子都
是雨过天晴。”刘福英说，目前孩子们
吃奶粉成了大花销，他们一家的新年
愿望就是能有爱心人为孩子提供些奶
粉，让小家伙们吃好吃饱，健健康康的
长大。

本报记者 韩伟杰

三胞胎出了重症监护室

一罐奶粉只够吃一天半

“一张盲文纸1毛2分钱，一名盲
人学生每年要用1000张纸学盲文，
虽然一年下来只需要120元，但对孩
子们来说却是一笔不小的开支。”每
年年底，济宁特殊教育学校校长李
霞都分外关注已经掀到最后一页的
挂历，“挂历纸质地较厚，完全可以
替代盲文纸。”李霞和师生们有个小
小的愿望：元旦快要结束了，希望市
民 们 能 够 将 家 中 的 旧 挂 历 送 给 他
们，因为一本正常大小的挂历，经过
裁切后能做成4 8张盲文纸，这样孩
子们就能够省下5元钱。

坐落在北湖新区文轩路上的济宁
特殊教育学校原名济宁盲校，这所去
年刚建成的新校园内现有120多名盲
人学生。“在这里接受义务教育的有近
80名学生，他们来自全市各县市区，绝
大多数是农村的孩子。”济宁特殊教育
学校教务处副主任孙淑香说，尽管学
费、住宿费、教材费等费用全免，伙食
也有补贴，但不少学生的家庭还是感
觉吃力。

“这些学生的家庭条件本就不好，
为给孩子看眼病，不少父母可以说是
拼尽全力，以致一些家庭贫困潦倒。”
48岁的孙淑香从事特殊教育23年，她
说自己看到过太多家长为孩子付出的
艰辛，“孩子们都非常懂事，知道父母
不容易，在学习上都非常努力。”

11日下午5点，记者在教学楼内看
到，不少刚吃过晚饭的孩子已经自发
坐在教室内学习盲文。“盲文纸一张就
要一毛2分钱，我们都是用完正面再用
反面。”11岁的娜娜是三年级一班的学
生，她将一张用完一面的盲文纸固定

在长方形塑料字板上，正用看上去如
锥子般的盲文笔快速点印着……

12岁男孩明明告诉记者，他和同
学们用纸非常节约，即使打错字了也
不舍得扔掉。“老师说，我们一年要用
1000张盲文纸，要花120块钱，所以每
个人都非常节约。”

“120元钱对普通人来说并不算
多，但对这些孩子们的家庭来说，可是
一笔不小的开销。”孙淑香说，在他们
学校的二年级，有一名叫丹丹的女孩，
前两天她的妈妈打来电话哭着说，不
想让孩子继续上学了，“原因很简单，
购买盲文纸的费用加上部分需要自付
的伙食费，一年就要近千元，她感觉实
在是承受不起了。”孙淑香十分理解这
位母亲，因为除了女儿双目失明之外，
她的儿子也是同样的症状，为了给孩
子治眼睛，她和丈夫已经花光了所有
积蓄。

李霞告诉记者，为了帮助这些孩
子的家庭节约开支，学校曾多次发起
过呼吁爱心市民捐废旧挂历的活动，

“大家非常热心，每次都能募集到不少
旧挂历，但我们的孩子太多了，用纸的
速度太快了，所以常常不够用。”李霞
说，一本正常大小的挂历纸经过裁剪
后能够做成4张盲文纸，一本旧挂历就
能做成48张，孩子们能够省下近5元
钱。

一本旧挂历对大多人而言，并不
算什么，也许会把它随意丢进垃圾桶，
或者当成废纸卖掉。但对那些丧失视
力，需要通过学习盲文来了解世界的
盲童们来说，却是一件珍贵的礼物。

本报记者 姬生辉

一本旧挂历=48张盲文纸

盲人孩子就可省下5元钱

鹃许愿人：

济宁特教学校盲人学生

鹃新年愿望：

有旧挂历用来学习盲文

鹃许愿人：

三胞胎家庭

鹃新年愿望：

为三胞胎凑齐奶粉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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