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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济南

精读

本报7月24日讯(见习记者 万
兵 实习生 韩美惠 ) 为了帮最
美盲人圆梦，目前本报已联合“大牛
村”网友筹集了部分资金并开始征
集残疾人学员。凡是有意跟毕玉魁
学习按摩手艺的残疾青年都可拨打
本报热线96706126报名，首期将招
募5个人。

“大牛村”成员王先生说，一找
到毕玉魁时，大家就纷纷想出钱帮
他修整店面、改善生活条件，但都被
毕玉魁婉拒了。面对毕玉魁帮助更
多残疾人的梦想，大家非常愿意参
与进来。“希望能帮助一些家境贫困
但又渴望掌握一门生活技能的残疾
青年。”王先生说。

据王先生介绍，根据毕玉魁的
意愿，首期将免费为5名残疾青年提
供为期两个月的培训。“大牛村”的
成员目前已筹集了8000多元钱，主
要用于解决参加培训的残疾人食
宿、交通等费用。

毕玉魁也打算将阿里公益的两
万元奖金一并投入到这个项目中。

“一个盲人一次弯腰、一个摸索的简
单举动，给城市的文明树起了标
杆。”阿里公益的工作人员表示，给
最美盲人的奖励是为了鼓励更多的
人把这种简单善举变成习惯，让世
界更美好。而对于最美盲人帮助更
多残疾人的梦想，他们也表示支持，
愿意一同把这种关怀传递出去。

即日起，凡18-30岁、家庭贫困
但积极上进、渴望自食其力的残疾
青 年 可 以 拨 打 本 报 热 线 电 话
96706126报名，跟毕玉魁学习足疗、
推拿技艺，为期两个月。其间“大牛
村”网友将免费提供食宿、交通等生
活费用。报名时请说明姓名、年龄、
联系方式及基本身体状况。

阿阿里里公公益益奖奖两两万万 给给最最美美盲盲 人人点点赞赞
毕玉魁表示奖金全都用于残疾人技能培训

本报见习记者 万兵
实习生 韩美惠

最美盲人毕玉魁摸索着捡起
垃圾的行为触动了不少人。为进
一步传播正能量，齐鲁晚报联合阿
里公益“天天正能量”活动，奖励毕
玉魁两万元现金，但毕玉魁表示分
文不要，要给更有需要的人。

最美盲人获奖两万元

不久前，济南一个网友上传
的视频感动了很多人。视频中一
位盲人俯身摸索着把脚下的垃圾
捡起来，又在妻子的帮助下，扔进
了垃圾桶。

不到两分钟长的视频引起了
网友的疯狂转载和热议，更有很
多网友发起了寻找“最美盲人”的
行动。16日，“最美盲人”毕玉魁终
于被大家找到，但在他看来，自己
的行为只是个生活习惯、“没必要
关注”。

“捡垃圾就是我失明后的一
个本能心理反应，就是个简单的
习惯。”毕玉魁反复表示。

在肯定了最美盲人保护环境
卫生的行为后，齐鲁晚报也联合
阿里公益推出的“天天正能量”活
动，为毕玉魁颁发了一份特别奖，
奖励毕玉魁两万元现金。24日下
午，记者带着荣誉证书，再次来到
毕玉魁所经营的小店。

毕玉魁夫妇对记者的到来表
现得有些意外，得知来意后，毕玉
魁立刻拒绝了2万元奖金。“捡垃
圾就是我的一个习惯，我不能靠
这个习惯来改善生活条件。”毕玉
魁坚持用自己的双手挣钱、改善
自己的生活，而不愿因为一个小

小的举动接受两万元现金的奖
励。

毕玉魁开了一家按摩店，靠
手艺吃饭。在了解到毕玉魁的小
店仅能维持简单的日常开支时，
很多好心人纷纷表示要帮助毕玉
魁，但都被他婉言谢绝了。毕玉魁
的妻子时女士也表示，不管是谁
挣钱都不容易，他们很感谢好心
人的关怀，但他们自己还能干得

动，不要别人的钱。

奖金全部用于残疾人培训

“把这笔钱给社会上更需要的
人吧。”毕玉魁和时女士表示，两万
块钱分文都不会留下，而是要留给
更需要的人。

不仅如此，他还要尽最大努力
帮助别人。毕玉魁介绍，很多盲人在

失明后都跨不过心理上的坎，把自
己封闭起来，他很想帮这部分人克
服心理障碍，并把自己的按摩手艺
教给他们去谋生。在毕玉魁看来，残
疾人完全可以掌握一定的生活技
能，甚至自己养活自己。

目前，结合毕玉魁的这个心
愿，名为“大牛村”的网络群体成员
已经开始行动，准备招募一些残疾
人朋友，筹钱解决他们的食宿、交

文/片 本报见习记者 李文平
实习生 杨逸超

创办联谊会

出版诗书画集

在普利街社区活动室，记者
见到了87岁的夏振东老人，拎着
一个装着本和笔的袋子，步子迈
得很稳，精神不错。今天老人准
备和几个老伙伴商量开暑期免
费学习班的事。

从2005年开始学习诗词，每
天坚持练习两小时。2007年，在
几位老人与社区的支持下，他与
其他十个人组建了“普利之韵诗
书画联谊会”。

联谊会的主要人群是六十
岁以上的老人，他们涉及各行各
业，几年来，联谊会创作的诗歌、
辞赋、楹联、书画及篆刻作品近
3000件，推荐参展参评的作品近
30件获奖。去年，居委会还为他
们出版了诗书画集《普利之韵》，
书中记录了联谊会中50多位老
人的各类作品。

联谊会还会经常举办义卖
活动，汶川地震期间，社员们在
五龙潭公园举行历时一周的书
画义卖活动，老人们将义卖所得
的两千多元交给了慈善协会；社
区里有家庭困难的孩子，老人也
多次在五龙潭公园里现场作画

拍卖。逢年过节，社员们也都会
集中在一起，为社区居民写“福”
字，写春联，给社区居民的生活
增添了“年味儿”。

目前老人们在五龙潭公园
创建了一个活动点，每月定期发
放社区主办的小报，主要刊载社
团内成员的书法、绘画作品，也
包括一些社区新闻。

开办暑假学习班

看了十多年孩子

眼瞅着暑期来了，社区很多
孩子没人照看，夏振东创办了暑
假学习班，至今已举办了四期。
从最初单纯照看孩子到现在教
孩子们学习毛笔书法、绘画、剪
纸，孩子的老师也多了起来。

最开始只是几位老人在公
园里义务教孩子写毛笔字，孩子
们坐在小马扎上听课，在公园拿
毛笔在地上写，现在已经有一间
活动室。“说白了就是看孩子，尤
其老年人，平时就喜欢和孩子呆
在一起，给他们上课，孩子学到
了知识，玩得开心，家长也高
兴。”老人显得很淡然。

老人常说，教孩子书法的过
程也是在教孩子如何做人，他们
希望孩子来上课不仅仅是获得
知识，更能学会如何做人。2013
年培训班又增加了剪纸课，平时
老人们还会带孩子们朗诵《弟子

规》、《论语》，老人说孩子们的成
长就像小树一样，对他们的教育
就要从小抓起。

夏振东的暑假学习班很受
社区居民的欢迎，孩子的热情也
高，假期还没开始就有孩子来报
名。今年，培训班还打算给孩子
们开安全卫生以及心理健康教
育的课，带孩子们去看书画展。

“只要干得动

就会坚持下去”

都快九十了还整天忙活，很
多人都劝夏振东在家养养老，他
总是一笑置之。老人常说：“人生
就是一张白纸，不能沾上一点污
点，沾上一点污点，那我一辈子
的工作就前功尽弃了。只要我还
能干得动，就会坚持干下去。”

夏振东说自己也算是个老
济南了，15岁的时候就来到济
南，在车间做了一辈子。说起书
画协会，老人说叫半路出家，但
是学习的过程总让人很知足。夏
振东称自己的身体状况还可以，
思维也比较清楚，尽量多学点。

“像我们这么大年纪的人，谁知
道明天会怎么样，过好今天就行
了。”夏振东笑着说。

老人从1979年担任楼长，至
今已有35年。老人当楼长经常是
先自掏腰包把水、电费付上，再
挨家挨户地去收，他说，楼内的
住户都很好。年纪大了，老伴和
孩子都不同意他再干下去，但老
人一直在坚持。老人说，自己最
大的心愿是希望社区能有一间
大点的活动室，这样他们就能照
看更多的孩子了。

来跟最美盲人
学手艺吧
本报联合“大牛村”网友

帮最美盲人圆梦

8877岁岁老老人人，，十十几几年年的的孩孩子子王王
暑期开办学习班，义务照看社区里的孩子

通问题，并由毕玉魁来免费传授他们按
摩技艺。毕玉魁也希望，拿到奖金后把钱
全部投入到这个项目中，让更多残疾人
受益。

由本报联合安利(中国)日用品有限
公司推出的“城市良心”栏目，在社会上
引起了强烈反响。本报将继续寻找那些
为我们这座城市的发展奉献着的人们，
也欢迎市民拨打96706126向我们推荐您
身边的榜样。

最美盲人和妻子接受获奖证书。 本报见习记者 万兵 摄

87岁的夏振东在为孩子们上课。

开办了诗书画联谊会，带领老人学习书法、作诗、绘画，
免费看护孩子，这就是夏振东退休后的生活。今年87岁、有着
61年党龄的他坚信人生就如同一张白纸，任何时候都不能沾
上一点污渍。


	C10-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