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有了棉手套，这下 干活不怕冷了！

备好了大餐，请农 民工兄弟吃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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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运河

家住城区外塘子街的高芳
秀今年85岁，老伴去世了40多年，
因为儿女住得比较远，高芳秀独
自住在一间不大的平房里，做
饭、洗衣，好强的老人样样都自
己动手。

5日，记者来到城区外塘子街
高芳秀家，不大的房间内放着一
张床、一台土暖炉。“儿女们轮流
给我送米送菜，孩子们孝顺，活
得很滋润。”高芳秀说，因为房间
面积小，她平时要到屋外的煤气
灶上做饭，再端到屋里吃，屋内
的土暖炉只能烧水、取暖。“孩子
们都是工人，还要养活一家人，
我有时觉得自己连累了他们，不
想让孩子们多花钱。”

高芳秀的女儿说，母亲忙活
了几十年，最近她发现母亲有些
忘事，担心母亲使用煤气会不安

全。“上次回家看见熬的汤已经
溢出来了，老人还在屋里床上坐
着，幸好没有什么大事，想想就
后怕。”高芳秀的女儿说，她希望
母亲能用上家用采暖炉，既能烧
火做饭又能取暖，也不用屋内屋
外的忙活了。

“夏天时在屋外做个饭还
行，这两天一冷，真不想出门做
饭了。”高芳秀不好意思地说，她
不想给儿女们说这些烦心事，怕
他们分心，只想着能凑合过日子
就行了。

“老人家不能走远路，十几
年没离开这个家门，我们做儿女
的就是希望母亲能安安稳稳的
在家生活。”高芳秀的女儿说，她
六岁时父亲就去世了，母亲拉扯
三个孩子长大，非常不容易，想
让母亲渡过一个幸福的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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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炉多用，做饭取暖都有了
文/片 本报记者 孔令茹

“我们给这些环卫工人
买了400副手套，怎么给他们
送去？”5日上午，看到本报有
关邀爱心人士为环卫工人送
温暖的消息后，天地画廊负
责人叶伟芳给本报编辑部打
来电话询问。刚刚看到当天
的报纸，叶伟芳夫妇简单商
量后就下了决定，从一家劳
保用品店买来了手套，准备
送给环卫工人。

当日下午3点，记者在天
地画廊见到了刘戈和叶伟芳

这对夫妇。“这是我们买来的
手套，也不是很值钱，都是棉
手套，我试了一下，倒是挺暖
和。”叶伟芳拿起一副手套对
记者说，看到报纸发出的消
息后，他们就赶紧买来了两
大包手套，考虑到这些环卫
工人平时还得干活，就买了
这种加绒的棉手套，戴上既
暖和，而且还很轻便，不耽误
干活。

随后，记者随叶伟芳夫妇
一起，将这些手套送到了济宁

市市容管理局清扫二队。当叶
伟芳夫妇将一双双手套送到
环卫工人的手中时，很多环卫
工人立马就换下了自己原来
的手套。戴上了新手套，她们
的脸上露出了微笑。

“这个手套挺暖和的，而
且还不耽误干活，很方便。”老
陈是一名干了多年的老环卫
工人，她告诉记者，冬天在路
上作业，最大的问题就是保
暖，头上冷可以戴上帽子和围
巾，身上冷可以穿上棉服，唯

独手冷却不敢穿太厚的手套，
因为怕影响扫地，平时戴的手
套也都不是很厚，就是那种一
般的线手套。“谢谢这些好心
人，还想着我们。”

叶伟芳说，环卫工人起
早贪黑，忙碌在城市的大街
小巷，为她们送上一些手套，
送上一份温暖，“不图什么，
就是时刻抱着一颗感恩的心
吧，希望更多人能献出自己
的爱心。”

本报记者 马辉 刘守善

400副棉手套，送给环卫工人
天地画廊叶伟芳夫妇献上一份爱心

本报启动的“情暖运河”——— 心愿
漂流瓶大型圆梦公益行动，在社会上
引起了广泛关注。5日，位于火炬路与洸
河路交汇处的富邦·万象和中心相关负
责人表示，现在工地上有400多名工人，
他们希望能给这些工人们聚一次大餐，
并通过这种方式，向辛勤工作在一线的
农民工朋友们表示感激之情。

“我们现在施工的是沿洸河路的C
区工程，是一栋23层的写字楼。”山东富
邦盛世房地产公司一位负责人告诉记
者，现在这栋建筑已经到了第9层，而公
司的目标是年底封底，并争取明年营
业，这样一来，工期也就非常的紧张。

“要想保质保量的完成进度，就得多上
人，现在我们工地上的工人共有400多
名。”这位负责人告诉记者，在寒冷的冬
天，工人们都非常辛苦，为项目的建设
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在看到齐鲁晚报

《今日运河》上刊登的农民工兄弟想聚
个餐的心愿之后，公司就决定通过聚餐
的方式向农民工朋友们表示一下感谢。

据介绍，富邦·万象和中心南临洸
河路、西靠火炬路，交通表里，目前在建
的5A级商务写字楼将成为济宁首个国
际级城市综合体内的办公物业，开创
CBD总部商务时代。

本报记者 刘守善

乐善好施的叶伟芳夫妇：

“只是想温暖一些人”
叶伟芳手头有一个小本

子，前面记录的是一些工作
日志，而从后面翻开，上面则
是她陆陆续续帮助过的那些
人的姓名及联系方式。他和
丈夫刘戈经营这家天地画廊
已有10多年的时间了，对于
生意，在他俩眼中，既是一种

营生的手段，也是他们夫妻
风雨同舟的一个见证。

叶伟芳指着小本子上的
名单说，这几年的时间，陆陆
续续也帮过不少的孩子，像
唐口的贫困学生、一些考上
大学的贫困生、留守学校的
孤儿和亚孤儿等等。“很多时

候，我们从妇联、慈善总会或
者媒体公布的一些名单上，
找到我们认为需要帮助的
人，开着车直接去他们家里，
送点钱什么的，解一下他们
的 燃 眉 之 急 ，不 图 什 么 回
报。”叶伟芳说。

说起做好事，叶伟芳有着

自己的想法。她说，从起初到
菏泽去资助贫困学生开始，他
们就把做这些事情当作是一
种自觉，力所能及地做一些好
事。“能够温暖一个人，一个家
庭，让这些施予的爱心发光发
热，这也就够了。”

本报记者 马辉

400名农民工

聚在一起吃大餐

刘戈把手套送到环卫工人手中。 本报记者 刘守善 摄

鹃许愿人：

高芳秀

鹃新年愿望：

一台家用采暖炉

推车虽小，却是全家的希望
文/片 本报记者 孔令茹

一辆生锈的铁皮小推车，一
块自制的木板，再摆放上各式各
样的文具用品和小零食，这样的
路边摊随处可见，但在南门社区
裴新国家里，这辆小推车的意义
非同寻常，因为这是一家人生活
下去的希望。

裴新国今年47岁，为了照顾
患有精神疾病的妻子，他守着一
辆铁皮小推车，零食玩具的小生
意一做就是十几年，还有正在上
学的女儿需要照顾。“我没工作
没关系，妻子不能挣钱也没关
系，只要我们能靠双手吃饭，能
生存下来，就是一个家。”

裴新国告诉记者，每天上学
放学的时间他会出来摆摊，卖点
小零食、小玩具，每个月只能挣
几百元钱，但可以留出充足的时

间照顾妻子，他很知足。“这辆小
推车是五六年前找人做的，铁皮
已经翻翘出来了，一直没有修，
省下的钱还有供孩子念书，给妻
子买药。”裴新国说，社区帮他申
请了低保救助，亲戚朋友也时常
接济一下，日子还算过得去，他
现在唯一的心愿就是能有一辆
新推车。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裴新
国的旧推车长2米，宽60厘米，由
于摆放面积少，只能放些文具和
小玩具等，小零食还要单独找木
板放，每次出摊、收摊都很费力，
希望能为他提供一辆便携式小
推车，尽可能多摆些东西。小推
车是裴新国一家生活的希望，愿
好心人能伸出温暖的双手，帮助
坚强的裴新国渡过难关。

鹃许愿人：

裴新国

鹃新年愿望：

一辆新推车

“这手套既暖和又不耽误干活，真好！”5日下午，环卫工人
老陈戴上了崭新的棉手套，高兴地说。

今年，本报再次启动“情暖运河”——— 心愿漂流瓶大型圆梦
公益行动，活动开始两天来，不少市民许下了新年愿望，并得到
了满足。环卫工人们戴上了崭新的棉手套；400多名建筑工人们
也将如愿以偿地一起聚餐……

即日起，你可以拨打本报圆梦热线:2110110,说出你的心愿；
或者将新年愿望发送电子邮件到邮箱yunhe110@163 .com,或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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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暖运河”收(邮编:272000)。如果你想为许下心愿的市民
圆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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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