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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烟台

患病鞋匠资助贫困生六年
患有小脑萎缩的刘军，六年间默默资助一陕西孩子万余元

“只要不用太多钱，我还想
资助孩子。”虽然患病后出门逛
逛都成了刘军最奢侈的梦，可他
仍然愿意自己节省点，继续资助
孩子上学。

随着病情的加重，刘军3年
前买的转椅早变成了他代步的

“轮椅”。但当义工说可以送他辆
轮椅帮忙走路时，这个随时愿意
伸手给人帮忙的男人却再三拒
绝：“我有这把椅子就够了，不用
麻烦了。”

“你现在还愿意资助孩子
么？”闲聊中义工无意问起，刘军
下意识看了看自己的腿，眼神中
掠过一丝怀疑：“我还能行么？”从
义工口中得知，资助一个小学生
每年只需要500-600元左右，刘军
当即爽快拍板，还想资助个孩子。

“尽管挣得不多，省着点花
就有了。”刘军说，自己能力有
限，只能从资助小学生开始，但
只要还能养活自己，他就不会中
断资助孩子上学。临末，他还特
意委托义工帮他留意着需要帮
助孩子的信息，早早实现他的助
学梦。

格心声

只要不用太多钱

我还想资助孩子

隔记者 王伟凯 报道

本报 5月 2 3日讯 亲爱的
家长们，6月1日是国际儿童节，
您打算带孩子去哪里玩呢？如
果您还在犹豫不决中，就快来
参加我们的“六一小记者汤泊
采风营”吧。

威海汤泊温泉度假区位于文
登，是按照国际五星级标准倾力
打造的一家集天然温泉、休闲娱
乐、温泉养生为一体的超大型综
合性休闲度假区。汤泊温泉源于
自然，温泉出水温度高达78℃，水
质清新甘美，水体澄明清澈，四时
不竭，属罕见的可饮可浴温泉水
质。具有祛病、保健等功能，被温泉
专家誉为“温泉中的极品”。

6月1日，小记者们统一坐大
巴车到达景区后，将在工作人员
的带领下参观整个汤泊温泉旅
游度假区，深入领略汤泊温泉景
区魅力，了解温泉形成原因及作
用，摄下美丽瞬间。参观结束后，
孩子们将参加汤泊温泉旅游度
假区组织的新闻发布会，锻炼口
头表达能力。采访结束后，小记
者和家长们便可到温泉里泡一
泡，体验泡温泉的惬意和舒爽。
活动结束后，本报还会对小记者
们进行采访后的写作指导，并将
择优刊登优秀习作和摄影作品。

这个“六一”，小记者们在活
动中可以学摄影、学采访，家长
全程陪同还能增加难得的亲子
交流，机会不容错过。想要参加
的小记者赶紧拨打电话报名吧。
为保障小记者在活动及泡温泉
过程中的安全，此次活动每名小
记者至少需1名家长陪同参加。

活动费用：本报小记者可免
温泉门票，陪同家长需支付活动
费用 (含温泉门票费、交通费及
保险费)，详情可来电咨询。

报名电话：18660095750

“六一”带孩子

去汤泊温泉

隔记者 孙淑玉 报道

本报5月23日讯 在莱州，有
一群孩子整天“四处游走”，他们
的年龄从1岁到9岁间不等，都是
跟着父母从四川山区过来的“小
候鸟”。没有玩具、没有场地，孩子
们没事只能守着空地玩泥巴。本
报连续报道后，20多个“小候鸟”
牵动着港城市民的心。继热心市
民、海昌渔人码头认捐后，23日下
午，烟台市住建局的工作人员又
给“小候鸟”们送来一大车玩具和
衣物，想通过本报送到“小候鸟”
和其他有需要的孩子们手中。

“家里孩子的衣服和玩具都
挺新的，想送给莱州那些孩子。”
23日上午，家住芝罘区的王女士
致电本报，想给莱州的“小候鸟”

们送去些礼物。像王女士一样，想
赶在“六一”儿童节前给孩子们送
去关爱的市民并不在少数，由于
上班时间紧，大部分市民都预约
周末来送东西。

此外，23日下午，市住建局
的工作人员也特意为孩子们送
来一大车衣物和玩具。玩具、图
书和各式的孩子衣服装了满满20

多袋子。住建局工作人员告诉记
者，看到本报的报道后，上周五，
他们组织了住建局的下属单位为
孩子们募捐，大家积极性都很高，
很快送来了自家的衣物和玩具。
东西募集来后，为了方便送出，工
作人员还特意进行了分拣打包，
将图书、玩具和衣服分开整理装
好。“不限定赠送的对象，只要
真有需要就行。”住建局工作人

员说。23日一早，住建局工作人
员捐出的大部分衣物和玩具将
送往莱州。

由于莱州的“小候鸟”只有
2 0多个孩子，前两批衣物已先
后送到孩子们手中，后续捐赠

的衣物和玩具将视需要而定是
否发往莱州。此外，由于市民捐
赠热情高涨，目前所捐衣物基
本 可 以 满 足“小候鸟”们的需
要，本次为莱州“小候鸟”募集
衣物和玩具的活动至此截止。

市住建局送给“小候鸟”一大车礼物

患有小脑萎缩

坚持自力更生

和阳光明媚的街上不同，刘
军的修鞋铺藏在烟台开发区一
条小街上，不足50平方米的小铺
因为背光总显得阴沉灰暗。

十多年来，陪伴刘军的是鞋
架上一排排修好的鞋子和屋角
一台修鞋机及缝纫机。除了零星
到店的顾客，屋里唯一能发出声
音的就是鞋架旁的一台电脑。没
活干的时候，刘军总是守着电脑

看看视频和电视剧来打发时间。
因小脑萎缩，当过兵的刘军

看上去很消瘦。刘军的身高约有
1 . 7米，可体重才90多斤。老家在
海阳的刘军来到烟台市区已经
十多年了。刚开始时卖过服装，
1998年患上小脑萎缩后，因为不
愿给老家的5个姊妹添麻烦，他
自学了修鞋的手艺，开起了这家
小铺维持生活。

“9月是旺季，好的时候能挣
上2000多元。”刘军说，这两年修
鞋的买卖不好干，小铺每月的租
金800多元，除去日常花销，每月
几乎剩不下什么钱。

3年前，病情突然加重，刘军
没法行走，双手使不上劲，说话
也开始含糊不清。但即使这样，
他仍不愿给别人添麻烦，坚持靠
修鞋养活自己。

邻居没少帮忙

他常免费修鞋

在刘军的小店内，最显眼的
是鞋架上摆着的近百双修好的
鞋子。刘军说，邻居们送来之后
常忘了拿走，有时一等就是近一
年。尽管这样，拿到鞋后他还是
会在第一时间修好，并仔细保存
好。

“邻居们没少帮忙，我能做
的也不多，肯定得好好保存。”患
病后，口齿不清的刘军表达出这
层意思花了很长时间，但他的眼
神里满是真诚。

性子温和的刘军人缘很好，
尽管因病已多年不出门，但附近
照顾他的人却很多。修鞋铺二楼
的付大姐每天都会按时给他送
饭菜。而附近超市的老板得知刘
军的情况后，也总会主动“送货
上门”。

病情加重后，刘军修长的手
指也开始不灵活，钉鞋成了难
题。遇上这些麻烦事，在附近浴
池做水电工的于中元师傅会赶
来帮忙。“我们认识很多年了，关

系好得很。”提到这些爱帮忙的
老朋友，刘军有些不好意思，但
说话的声音又会忍不住自豪地
提高分贝。

“他这个人实在，不坑人，我
们都爱来。”21日下午，刘军小铺
里的“常客”王女士拎着手包来
修，仔细查看后，刘军告诉她回
家拿针缝缝就行了，“钉了就不
好看了”。因为平日里邻居也帮
了他不少忙，所以邻居们找他修
补鞋子等物品时他也不会收钱。

六年投万余元

资助贫困学生

周围邻居都知道这个当过
兵的48岁大男人不爱给人添麻
烦，但很少有人知道，这个仅能
靠渐渐不灵活的双手勉强养活
自己的大男人曾默默资助一个
陕西贫困孩子6年。

2001年的一天，忙完了手中
的活，刘军点开电脑随意浏览着
网页，这时，希望工程网站上一
个孩子的眼神触动了刘军。当
时，陕西省榆林市佳县通镇的高
美云正读4年级，她的爸爸患有

脑血栓，一家人靠着几亩薄田为
生，小美云随时有辍学的可能。

虽然自己患病多年，小脑萎
缩也越发严重，但刘军仍决定自
己少花点，帮这个纯真的孩子实
现上学梦。此后的6年间，刘军每
月按时给小美云汇去200元钱，陆
续资助这个孩子1万多元。直到
2007年，小美云给刘军写信说，她
妈妈开始贩菜、卖菜，家里的生活
有了起色，刘军这才停止了资助。

“当时就觉得我省着点花也

能过，可孩子上学不能耽误。”刘
军说，资助孩子那会儿，他还年
轻，总觉得自己能行，也没多想。
赶上那阵子手也能勉强写字，他
还跟小美云通了一阵子信，每次
从信中得知孩子的学习和生活
都很顺利，他就很高兴。

如今因为小店换了地址，刘
军再也收不到小美云的信了。眼
里闪过一丝落寞后，刘军又自语
般地说，“只要孩子好就行，联不
联系无所谓。”

隔本报记者 孙淑玉

在一间不足50平方米
的修鞋铺里，一把旧转椅
加上一台修鞋机、缝纫机
和一台电脑，是48岁的修
鞋师傅刘军所有的家当。

尽管每月不足2000元
的收入仅够维持基本生
活，但患有小脑萎缩的刘
军，却在6年前悄悄资助了
一个陕西孩子。

市住
建局的工
作人员把
打包好的
物品送到
本报。记
者 孙淑
玉 摄

尽管每月的收入只够勉强维持生活，但刘军还想再资助个孩子。记者 孙淑玉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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