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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岁孤寡老人买不起过冬煤

天冷了，他偷偷去超市避寒

今年的冬天比往年来
得早了一些，一些困难家庭
因为经济条件所限用不起
暖气，买不起煤炭，甚至连
过冬的棉被和羽绒服也准
备不足，本报开通96706126

“送暖热线”后，每天都会收
到来自困难家庭的求助电
话。而与此同时，热心市民
每天打来的捐助电话也有
不少。“送暖热线”成为热心
市民与困难家庭之间的桥
梁，也正是热心市民暖暖的
爱心，让困难家庭的这个冬
天不再寒冷。

“有几件新棉衣一直未
用，我准备捐给有需要的
人，还有一个‘小太阳’电暖
器，去年就不用了，也想送
给有需要的人”“昨天看到
困难家庭的报道，我想把家
里的新棉被捐出来……”6

日，热心市民纷纷致电本报
“送暖热线”，表示要捐助过
冬物资给困难家庭。热心市
民王女士在电话里说，将分
别准备男女各5件羽绒服送
到本报编辑部，“希望记者
给困难家庭送去。”

除了捐助过冬物资，一
些热心市民还纷纷捐助爱

心款，希望可以给困难家庭
买煤炭等过冬物资。6日，曾
捐助过困难家庭的热心市
民高女士再次致电本报表
示，将捐助1000元给困难家
庭的孩子。而家住水屯北路
的赵先生则给张刚大篷车
爱心账户汇来2000元善款
并表示“不必透露名字”；热
心市民王女士带着自己父
亲的嘱托来到本报编辑部，
为困难家庭送来400元爱心
款。

热心市民暖暖的爱心
不 断 汇 集 ，通 过 本 报
96706126“送暖热线”与困
难家庭架起了桥梁。5日，本
报报道了单身老李家呵护
弱智儿的消息后，有的热心
市民为老李送去了棉衣棉
被，还有的要给他送电暖器。
6日一早，家住历下区的热心
市民王女士将两套羊绒被子
送到了本报编辑部，委托记
者转交给老李。

暖暖的爱心在冬日里
涌动，汇集起来的过冬物资
和善款也纷纷发放到困难
家庭手中，这个冬天他们不
再寒冷。

本报记者 修从涛

本报11月6日讯(记者 穆静) 由
于患有白内障、冠心病等疾病，67岁
的孤寡老人刘培根身体一直不好，除
了每个月400多元的低保救助金以及
捡废品卖钱外，他再没有其他收入来
源。随着天气渐冷，刘培根又开始犯
愁了，因为家里没有暖气，又买不起
过冬用的蜂窝煤，他经常偷偷去超市
避寒。

6日，记者来到天和新居小区，该
小区为济南市的廉租住房项目，刘培
根老人就住在这里。在刘培根家里，
除了破旧的床、衣柜、电视机和一台
做饭用的燃气炉外，再也找不出其他
像样的东西了。

刘培根今年67岁，年轻时摔坏了
腿和腰，至今走路不利索。随着年纪
的增大，他又患上了白内障、冠心病，
干不了重活。自从2005年刘培根离婚
后就一个人住，除了每个月400多块
钱的低保救助金，刘培根要出去捡报
纸、矿泉水瓶等来补贴家用。

刘培根说，因为经济条件有限，
自己能省就省。为了省水，他连自来
水也不舍得用，每逢下雨天都要用盆
子收集雨水，“用接来的雨水可以洗
东西，也省了自来水。”

“今天天气还好，过几天冷得受
不住了，我就得去超市暖和去了。”刘
培根说，他没有钱买过冬用的蜂窝

煤，到了严冬时节，他就偷偷跑去附
近的超市商场避寒。

“我前两天在超市里看到有卖蜂
窝煤炉子的，一个炉子32块钱。”刘培
根说，要是今冬能攒够买蜂窝煤的
钱，他就去把蜂窝煤炉子买下来。

“这些年，多亏社会的帮助，我
才能吃饱饭。”刘培根说，他所在的
北坦街道办事处以及生产路社区
居委会都很照顾他，逢年过节会送
来棉衣棉被和慰问金。刘培根说，
他感受到了社会给他的温暖，他也
要做力所能及的事积极回报社会，
他准备去世后把自己的遗体捐献
出去。

格记者手记

暖暖的爱心
让冬天不再寒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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