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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心人

捐款万元不留名
3月11日本报刊发《“3岁男

孩患白血病，14岁姐姐欲捐骨
髓”》为了救弟弟，姐姐还想放
弃学业去打工一事；4月1日，本
报刊发《一共四口人，三人常年
吃药 21岁耳聋小伙打工养全
家》一事，稿件见报后，众多爱
心人士打来电话咨询想要进行
捐助。7日，一位不愿透露姓名
的好心人送来一万元爱心款，
捐助两个家庭。

2日，正值清明节前夕，一
位爱心人联系本报表示，看到
本报报道的青州女孩杨惠清捐
骨髓救弟弟还要放弃学业打工
赚钱挣手术费和21岁聋小伙打
工养活家人的事情后，内心感
触非常大。家庭生活陷入困境，
但并没有击垮他们的精神生
活，杨惠清的懂事以及李长怀
的坚强都让他很感动，于是便
想尽微薄之力帮助他们。

7日下午，该爱心人士托人
将一万元爱心款交给本报记
者，并委托本报记者将爱心款
送给两个困难家庭。自始至终，
该爱心人士一再坚持不公布其
姓名，并嘱托记者在送爱心款
时也不要说他的姓名及工作单
位。该爱心人士表示，他的子女
都长大成人也有稳定的工作，
他自己本身也有着稳定的工
作，看到本报报道的两个家庭

陷入困境，能够帮他们一点忙
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交谈过程
中，记者了解到该爱心人士每
年都会参与众多的爱心公益事
业。

也许，在众人的帮助下，小
皓杰能很快顺利做完手术，李
长怀也能如愿进行手术恢复听
力；也许，有一天，小皓杰和李
长怀与帮助过他的人同时出现
在某个地方，而他们却互不相
识。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
热心人还会帮助一个又一个

“小皓杰、李长怀”，小皓杰和李
长怀将来康复后也许会帮助更
多的受助群体。

小皓杰很幸运，越来越多
的人在帮助他；李长怀的事情
见报后，当地镇政府工作人员
来到家中，看望了李长怀，也有
昌邑市残联工作人员前来探
望，为李长怀提供创业免费培
训。

面对一笔笔捐助，他们大
多数时候不知道好心人的名
字。杨惠清的父亲说，“我不知
道该怎么报答，等孩子病好了
一定会让他好好读书，回报社
会。”李长怀也表示，对于将来
的工作只要能做干什么都行。

或许，这就是他报答捐助
者的最好方式。

神秘的“黑熊教父”

2010年8月下旬，潍坊市学
生资助管理中心电子信箱里收

到了一封邮件：我准备资助潍
坊育华学校的孤儿范文平，一
次性资助1000元，并每个月汇
款500元钱，寻求其具体资助方
式。邮件发送者并未透露其姓
名，只在最后留下了“黑熊教
父”四个字。

潍坊市教育局学生资助管
理中心主任魏建欣将具体资助
方式通过电子邮件告知“黑熊
教父”后，8月27日便收到了一
份中国建设银行的现金交款
单。现金交款单上显示，8月26

日，一名叫徐郑龙的市民向潍
坊市集中支付中心打入1500元
现金，款项来源写着育华学校
范文平。

随后的四个月时间里，潍
坊市学生资助管理中心的电子
邮箱里都会如期出现“黑熊教
父”发来的银行现金交款单，教
育局账户里也会多出500元汇
款。

被“黑熊教父”捐助的女生
范文平是一名孤儿。2007年，范
文平的父亲因吃药时药物卡到
气管抢救无效死亡，其母亲也
在2008年11月因病去世。范文
平从此便和没有生活来源的爷
爷奶奶生活在一起，靠低保和
亲人朋友的接济过活。

2009年，潍坊市教育局在
全市贫困学生摸底中，得知了
范文平的基本情况，随即将其
家庭情况挂到潍坊阳光助学网
站，并列入全市待救助的151名
孤儿中。随后，便有了“黑熊教

父”捐助范文平的爱心举动。
魏建欣介绍说，每次当她

问及“黑熊教父”的身份时。黑
熊教父都会给出同样的答复

“不用让孩子知道我是谁。”
2011年1月14日，魏建欣接

到了“黑熊教父”打来的电话，
谁要给范文平汇款1000元过春
节。在与“黑熊教父”互通邮件
的五个月时间里，这是魏建欣
与“黑熊教父”的第一次通话。
魏建欣本想在电话里询问其真
实姓名和身份，但对方一直坚
持不肯透露。对于银行现金交
款单上徐郑龙的名字，魏建欣
也表示不确定是不是“黑熊教
父”本人真名。

11日，记者从潍坊市教育
局学生资助管理中心获悉，“黑
熊教父”对范文平的爱心捐助
一直进行着，但对于其真实姓
名大家都不得而知。

“帮人就帮人，

不必被传播”
“隐捐”者越来越多，他们

总是及时出手，给危重贫困患
者或需要帮助的人送上“救命
钱”，并且不需要任何回报，不
留名，不留姓。他们这样做的主
要原因有三种：一是做善事不
期望名誉和回报；二是周围的
环境让捐助人不便透露真实身
份；三是有的人心存信仰做善
事，也不希望留名。

在潍坊市社会福利院，社

会科的工作人员马玉娟对“隐
捐”的爱心人士都已经习惯，

“这也算是他们的一种信仰吧，
做好事不求回报，他们的理念
很朴素。”

11日，记者在潍坊市儿童
福利院，翻开2013年2月的捐款
明细，里面不乏有很多都是化
名或者直接是“女士”、“先生”
的名字。“越来越多的企业或是
个人，他们都选择匿名，我们也
尊重他们的选择。”马玉娟说，
大家都对这些爱心人士心存感
激。

孙文香是潍坊新华中学的
一名教师，一个和善的小女人
同时也是49个孩子的“爱心妈
妈”，她用自己的方式，做她想
做的事情。“我和爱人还有孩
子，都愿意帮助那些需要帮助
的孩子，我们做的事情也非常
小，我是谁也不重要，不希望让
所有的人都知道。”孙文香说。

孙文香与爱人张慧杰、女
儿张嘉溪从2008年开始，用一家
三口的微小力量，帮助着身边
的孩子们，捐款捐物，以自己的
方式帮助他人。他们做着看似
简单平凡的事情，不求回报，却
收获满心的充实。“做这些事给
人心灵带来的回报是无价的。”

在孙文香看来，做公益，归
根结底，就是捐款方没有收益，
包括名与利。记者偶然得知孙
文香的事迹，她告诉记者，之前
她没有接受任何形式的采访，
帮人就帮人，不必被传播。

我的名字不重要
重要的是能帮到他们

本报记者 李涛 秦国玲

“我可以少抽一包烟、少喝一顿酒，一包烟、一顿酒可能就是他们一天甚至一个月的生活
费”；“我的名字不重要，重要的是尽一份微薄之力能帮到她”，这是“隐捐”爱心人士的“统一口
径”。一笔笔捐款，以匿名的形式悄无声息地出现在救助者的账户上，每一笔捐款的背后，都有
一个美丽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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