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给困难的洪国秋一家送来保暖内衣

七旬老人带孙女一起献爱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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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愿漂流瓶”

春节特别活动结束
这个冬天，爱心温暖了数百个家庭

本报济宁 2月 4日讯
(记者 孔令茹) 2012年
1 2月 3日，本报“情暖运
河——— 心愿漂流瓶”大型
圆梦公益活动启航，在两
个月的时间里，本报举行
了“为环卫工人送爱心手
套”、“为百个家庭拍摄全
家福”、“为农民工举行聚
餐”等公益活动，为数百
个家庭送去了冬日的温
暖。至此，“心愿漂流瓶”
春节特别活动暂时告一
段落。

本报“心愿漂流瓶”
大型公益活动已连续举
办两年，龙年春节，我们
为盲童送去了数千份挂
历、为留守儿童送去了新
书包……在2013年春节到
来之前，我们延续了这一
主题，启动了“心愿漂流
瓶”春节特别活动，推出
了“为百个家庭拍摄全家
福”、“为环卫工人送爱心
手套”、“为山区学校送体
育器材”等公益行动。除
此之外，本报记者还深入
社区，两个月的时间里，
采访了100多位许愿人，他

们的新年愿望感动了很
多爱心市民和爱心企业，
本报与他们一起见证了
许愿人的圆梦之旅。

“想要一台洗衣机”、
“想要一身新衣服”……
愿望有大有小，但每个愿
望都是一个家庭的缩影。
很多愿望刊发出来后，次
日就有数个爱心人士进
行认领，许愿人拿到充满
爱心的新年礼物时无不
流下激动的热泪。

两个月的圆梦之旅，
无数个圆梦人带给我们
深深的感动，有的直接将
礼物寄到编辑部，有的甚
至 没 有 留 下 姓 名 和 电
话……在感动之余，我们
也替所有的许愿人向你
们说一声：谢谢了！

一份新年愿望，承载
了许愿人的期待与圆梦
人的爱心，本报蛇年春节

“心愿漂流瓶”特别行动
告一段落，春节过后，我
们将开辟“社区心愿墙”
栏目，定期刊发普通人的
心愿并帮他实现，让社会
的爱心汇聚起来……

本报济宁2月4日讯(记者 孔令
茹) 4日，70岁的戚老先生来到本报

《今日运河》编辑部，手里拎着三个纸
袋，7岁的小孙女跟在身后，怀里也抱
着一袋衣服。戚老先生说，他和孙女
要认领洪国秋一家的新年愿望。

1月29日，本报以《想暖暖和和地
过年》为题，报道了洪国秋、史衍敏夫
妇想穿上新保暖内衣过年的新年愿
望。洪国秋是这个家庭的顶梁柱，白
天在工厂上班，晚上去快餐店刷盘
子，要照顾患病妻子，还要供女儿读

大学，生活压力很大。
戚老先生说他把心愿念给7岁的

小孙女戚浩然听，小浩然听了就嚷着
要给他们送新年礼物。“这个家庭太
不容易了，谁看到都会伸出手拉一
把。”戚老先生给一家三口每人买了
一身加厚加绒的保暖内衣，还给洪国
秋买了一件加绒棉衣、一身纯棉秋衣
秋裤。

“本来还想给10岁的小星星圆了
自行车的愿望，可是看到已经被认领
了，也不知道孩子需要啥，给孩子200

块钱压岁钱吧！”戚老先生给星星包
了一个红包，写上了“好好学习，天天
向上”的祝福语。戚老先生说，许愿人
见了他不免会客气，还是希望记者能
够将两份心意代为转达。

4日下午，洪国秋来到本报编辑
部，看到崭新的几件保暖衣和棉衣，
眼眶湿润了。“俺回家能过个暖和年
了 ，就 是 不 知 道 该 怎 么 谢 谢 你
们……”洪国秋向记者要了戚老先
生的电话，说一定要打一个感谢电
话。

2月3日晚上10点，在
青岛市黄岛区海信工业园
的一块空地上的公告栏里
张贴着数千名返乡者的基
本信息，22岁的孙兴盛正
带着女朋友在寻找着自己
的登车信息。“明天早上八
点半就要出发。”孙兴盛在
公告栏内找到了自己的名
字后说。

晚上10点，平时本该
在宿舍内休息了，可是春
节回家前的最后一个晚
上，他有点难以入眠。“心
里很期待毕业后的第一次
回家，其实下午就看了一
遍返乡信息了，但是心里
有点焦躁不安，生怕明天
会耽误了回家。”睡不着的
孙兴盛打了个电话给女朋
友让她陪他到空地上再看

一看，聊聊天，散散心。
2月4日早7点，天空中

飘起了雨夹雪，阵阵寒风让
人不禁地打起了寒颤，离规
定的发车还有1个半小时，
孙兴盛拖着行李箱来到了
发车区。“定了6点半的闹
钟，现在还有点困，觉可以
在车上睡，但是迟到了还得
自己想办法回家。”

8点半，开往济宁的13
辆大巴车依次启动出发，
可是此时有一个去了洗手
间的女孩还没有回来，看
着其他12辆大巴车不断从
窗外驶过，孙兴盛有点着
急，他连忙催促“车长”何
芳芳打电话，生怕自己会
比别人晚一分钟回家，5分
钟后，去洗手间的女孩返
回车内，孙兴盛长叹一声。

大巴车上坐满了返乡
的外出务工者，其中绝大
部分都和孙兴盛一样，是
刚刚走上社会不久的90
后，与平时的喧嚣不同的
是，走上高速的大巴车内
异常安静，除了发动机的
轰鸣声和车载电视机播放
的电影声音外，几乎没有
人发出声音。

孙兴盛耳朵里塞着耳
机，闭着双眼侧仰在座椅
上。突然，一个电话把他惊
醒。“妈妈，我得下午三四
点才能回家，中午不用等
我吃饭了。”孙兴盛打着哈
欠说，外出几年的学习和
生活真正地让他理解了

“儿行千里母担忧”这句话
的涵义。

中午12点许，大巴车

达到临沂费县服务区，车
上的40余名乘客鱼贯而
出，一个个的脸上都写满
了疲惫。下车后的他们第
一个动作往往都是伸了伸
懒腰。孙兴盛从洗手间出
来点了棵烟后径直走向了
餐厅，一个馒头、一份西红
柿炒鸡蛋、几块烤鸭肉，十
分钟的休息时间只能让他
简单地吃一顿自助餐。

不到12点半，大巴车
再次启动，车载电视上播
放的电影，还没等电影播
放完，车上的大部分乘客
又睡着了，只是电话响起
的频率明显比上午多了起
来，他们接到电话的第一
个词往往都是“爸爸”或者

“妈妈”。孙兴盛再接到妈
妈打来的第二个电话。

4日下午3许，返乡大
巴车驶进了邹城界内，孙
兴盛等连忙用手擦干净车
窗玻璃上的雾气，向外不
停地张望，虽然车窗外的
风景显得有些凄凉，但是
至少半年未曾回家的他们
仍然舍不得将视线挪开。
车辆驶进城内，虽然距离
车站还有很长的一段距
离，但是这些年轻的务工
者们早已按耐不住，整理
整理衣服，用湿巾擦擦脸，
更有爱美的女孩开始补
妆。

3点30分，大巴车进入
了邹城汽车站，车门一打
开，返乡者们无法掩饰心
中的兴奋，蹦跳着下了车，
脸上全然看不见积攒的6
个多小时的疲惫。“妈妈，

我到汽车站了。”下车后的
90后们，下车后的第一件
事就是拨通了家里的电
话，边打电话边看着车站
四周的变化。

到达邹城的孙兴盛并
没有急于回家，他在电话
里告诉家人，他在邹城还

“有点事”，要在晚饭之前
能回家，而且要给家人一
个惊喜。孙兴盛从大巴车
里拿出一台32寸的液晶彩
电架在自己的行李箱上拖
着走出车站。“先见见我的
几个高中同学，他们正等
着我呢，好久没和他们一
起玩了。”孙兴盛说，其实
最重要的任务是在商场里
为家里再多买一些东西，
让家里人更多地感受他其
实已经长大了。

启程前———

满心期待和焦躁

旅途中———

脸上写满了疲惫

抵达后———

无法言说的兴奋

春节临近，在外务工者纷纷踏上了回家路。在青岛工
作的许多济宁90后的务工者刚刚踏入社会不久，初次感受
到了参加工作后的第一个春节回家路。从焦躁到疲惫，再
到兴奋，这就是刚刚从大学毕业的孙兴盛的回家体验。

焦躁-疲惫-兴奋

90后务工者
别样回家路
文/图 本报记者 张晓科 见习记者 王洪磊

本报记者将新衣服交给洪秋国。李岩松 摄

前来接送务工人员返乡的大巴车后视镜里务工者急切回家的身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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