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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人都不一样，但都有一个共同特征

话不多，捐完钱就走
4月9日，本报报道《潍坊公

布了535名特困生》的消息后，学
生资助管理中心的咨询电话成
了热门。

11日上午11点，一位男士和
一名女士来到惠民中心三楼的
学生资助管理中心。他们是一家
单位的职工，看了报道后，单位
组织捐款用于资助学生，想帮助
四个学生。

“单位一栏能空着么？”这名
男士问工作人员，工作人员在电
话咨询之后表示可以在只填“单
位”两字。

记者询问男士的工作单位和
姓名时，他一个劲地摆手，“这些
都是小事，不是大事，不用媒体宣
传。”男士非常谦虚地说：“我们帮
的也不多，挺不好意思的。”

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工作人
员王建国老师告诉记者，自从媒
体报道后，大家的咨询电话和前
来资助学生的爱心人士一下子
多了起来。“捐款不留名的不少。
少的百元，多的上万元，很多人
都是捐后就离开，什么信息都不
留。这真的是纯粹的爱心。值得

每个人感动。”
“到我们这里捐款，我们都

要开发票。但许多爱心人士不愿
意留下真名，有的只是写下姓
氏，或是写下一个有意义的匿
名，还有的只字未写，甚至捐赠
完毕，转身就跑。”王建国说，“我
们追出去也赶不上，最后只好写
下‘先生’或‘女士’。”

10日、11日两天，共有7名爱
心人士捐款1 . 8万元，结对助学18

名学生。其中，有4名爱心人士并
没有留下自己的名字，有的甚至
连姓都不愿透露。

善款在增加，爱心在传递。
“他们每个人都不一样，可是都
有一个共同的特征，那就是话不
多，捐完钱就走。”王建国说。记
者翻开记录本，很多收据写的单
位和名字都非常简单，有的一看
就知道是化名。

在学生资助管理中心，每位
爱心人士的捐款额度和用途都会
公布，他们还可以随时到资助中
心翻看银行打款记录。据了解，从
去年至今，共有46人次结对61名学
生，资助金额达到60万余元。

因为隐捐的流动性大、范围
广，究竟有多少人在“隐捐”，
慈善机构无法统计。像超市募捐
箱里的每一笔捐赠，出租车匆匆
而过的旅客，“隐捐”人，就在
我们的身边。

往超市募捐箱里面投每一毛
钱的人，都是隐捐人。爱心车队
司机李师傅这样说，“许多人都
觉得这个社会越来越冷漠了，老
人跌倒了也不扶一下，可是我并
不这么觉得，打车的乘客没有几
个很富裕的，他们还是乐意奉献
自己的爱心”。

本报报道的白血病女孩李海
迪，她坦言，自己从患病到现
在，曾多次接受“隐捐”者的热
心帮助。“有一些好心人直接汇

款给我，却并未留下自己的姓
名。”

李海迪告诉记者，虽然她无
从得知那些好心人的具体姓名，
但感恩之心早已深埋心底。

潍坊市慈善总会副会长兼秘
书长马全海认为，慈善捐赠本
身，对绝大多数捐赠者来说，不
包含任何利益的色彩，捐赠者的
唯一要求是希望通过捐赠帮助那
些需要帮助的人。做了好事是留
名还是匿名，这是爱心人士的一
种选择。不过从慈善流程来讲，
留名比不留名好。因为不留名，
捐赠发票就无法送达，无法知晓
捐助者的信息，无法联系到本
人。对于受益者来说，他们特别
希望知道是谁帮助了自己，认识

雪中送炭的恩人。
马全海说，“‘隐捐’者越

来越多，说明潍坊人社会公益慈
善意识的增长，也是社会文明程
度的体现。民众自发的慈善行
动、组织，将在扮演越来越重要
的角色，他们以朴实无华的行
动，践行这自己的理念，也将吸
引更多的人以更大的热情和资
源，参与到慈善中来。”

“这些让我们看到了潍坊慈
善事业的强大生命力和美好前
景，也让我们看到了社会的道德
脊梁。”马全海说，只要有爱心，无
论捐款还是捐物，无论是钱多钱
少，无论是高调还是低调，都是做
善事，都是爱心的抒发。“隐捐”或
将成为一种常态。

捐赠者的唯一要求

是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

在潍坊市学生资助管理中心、潍坊市儿童福利院，“无名氏”、
“某先生”、“爱心人”这样的名字经常被提起，他们是一张张善良的
面孔，是一双双温暖的大手，更是人与人之间的守望相助，不留姓
名，不求回报。一份爱心，就是一颗爱和希望的种子，让这个城市越
来越温暖。

潍坊市儿童福利院的“捐赠墙”上有很多爱心人士没有留下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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