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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4名名贫贫困困学学子子获获1144440000元元爱爱心心捐捐助助
本报联合春雨发出倡议：天冷了，把不穿的旧衣物捐给贫困孩子吧！

本报聊城11月17日讯 (记
者 凌文秀 ) 当你在“双十
一”按下鼠标购入大批衣物和
生活用品时，或许很难想到，
在聊城还有一些孩子，一件像
样的过冬衣物对他们而言都
是奢侈品；一间风吹不进、雪
飘不进的家都很难得。16日，
本报联合聊城市春雨助学协
会捐助继续进行，14400元助
学金捐助给14名贫困孩子，但
对他们而言，这些远远不够。
本报联合春雨发出倡议：天冷
了，把不穿的旧衣物洗洗捐给
贫困孩子吧！

16日，春雨助学协会组织

40余名志愿者分赴阳谷、临清
和莘县，对前期考察通过，及去
年捐助今年符合再捐条件的14
名贫困生进行爱心捐助，发放
助学金14400元。会长陈健飞介
绍，至此，2014年度爱心捐助已
进入收尾阶段，近期将对几个
分散区域的待捐贫困生进行捐
助。目前，春雨已累计资助聊城
各县市区家境贫困、品学兼优
的中小学生近350人，发放助学
20多万元，超去年近一倍。虽说
今年捐助已进入收尾，但捐助
考察不会停止，有贫困生线索
依然会及时考察捐助。

在考察过程中，志愿者们

见证到一些孩子最真实的生活
场景，也因此有了很多震撼，决
心更大力度的帮助贫困孩子。
为此，本报联合春雨助学协会
发出倡议：天冷了，整理下不穿
的旧衣物，洗洗干净捐献给贫
困孩子吧！

孩子一年一年长大，很多
旧衣物再没人穿，送人怕别人
嫌弃、扔掉又太可惜……作为
孩子家长的您是不是遇到过这
样的纠结？我们希望家长们能
把孩子不能穿的旧衣物清洗打
包，捐献出来。其实，寒冷的冬
季就要来临，聊城还有一些可
怜的孩子没有足够的御寒衣

物，我们的旧衣物可以捐献给
他们，伴他们温暖的度过一个
冬天。

爱心衣物、爱心书籍、学
习用品、运动运品等，如果您有
这些闲置物品，欢迎捐献出来，
由志愿者转捐给需要的孩子
们。本报联合春雨助学协会举
办的捐助贫困生活动继续向社
会各界征集贫困生线索，您身
边如果有贫困家庭的学子，可
通过打电话等方式推荐；也继
续欢迎市民及企业团体等积极
参与进来 ,一起献爱心帮助贫
困生。爱心联系电话：0635-
8688899。

爸妈生活不能自理

邻家嫂子供养多年

如不是亲眼所见，很难相信
还有孩子是这样生活。张苗 (化
名)是阳谷定水镇一名小学生，因
爸妈生活不能自理，一直由邻家
嫂子好心照料。

到达张苗家中时，她患有严
重精神病的母亲正蜷缩在屋内一
角，衣不蔽体，披头散发。而父亲
有智力障碍，只能做简单零活，整
个家庭可以说没有任何经济收
入。

从小，张苗就被邻居嫂子带
到家里，像亲闺女一样照顾、供她
上学。而张苗也十分争气，小学成
绩一直名列前茅，今年以优异成
绩升入铜都中学。

参与考察捐助张苗的志愿者
代表、春雨助学协会副会长王学
岗说，看到孩子生活学习环境后，
所有志愿者都被其感动，也被邻
居嫂子长年无私的照顾感染。“我
们一定要尽最大努力帮助孩子，
不会让她没书读。”王学岗还联系
了心理辅导特长的志愿者，对张
苗心理疏导，避免孩子心态受家
庭现状影响。

头条相关

父亲因病去世

16岁女孩撑起全家

矮小的房子，门窗上没有一
块玻璃，甚至连挡风的塑料布都
没有。家里没有任何家具、家电，
只有墙上孤零零的一个小灯泡
告诉我们这确实是有人住的地
方。这是本次一位受捐贫困生闫
杰(化名)的家。

闫杰是临清唐元小学一名
小学生。两年前，爸爸因病过世，
四岁的小弟有智力障碍，而妈妈
智力连弟弟都不如。失去父亲的
四口之家，生存艰难，仅靠闫杰
年仅16岁的姐姐打工，每月几百
元收入维持生计。

参与考察捐助的志愿者、临
清春雨助学分会会长李秀荣说，
虽然闫杰的老师提前介绍了孩
子情况，但志愿者还是被孩子家
中情况震惊到了。

“我们想象不到还有在这样
环境中生活着的孩子，当时，所
有人都流下眼泪。”李秀荣说，大
家决心尽最大努力帮助闫杰家，
及时联系准备了助学金，并在临
清发动帮扶号召，短时间内准备
了衣服、棉被、生活用品及特别
救助金。

(本报记者 凌文秀)

众众爱爱心心志志愿愿者者走走进进孤孤独独症症学学校校
送礼物、陪玩闹，“星星的孩子”笑了

本报聊城11月17日讯 (记
者 凌文秀 ) 带来文具、水
果，陪孩子们玩游戏、绘画、跳
舞……仅一个周末，东昌智障
孤独症康复训练学校就迎来三
批爱心志愿者，“星星的孩子”
获得越来越多的社会关爱。

“我是做微商的，朋友圈里
有同行和客户，大家看到消息
后纷纷响应，想参加的人越来
越多。”网友“私家定制烘焙坊”
周末和朋友来到学校，给孩子
带来文具、水果等礼物。大人孩
子围坐一圈玩“传气球”，2个多
小时的相处，孩子笑了，志愿者
也收获了快乐。

“感恩的心感谢有你……”
在孤独症学校活动室，聊城大
学法学院志青藤志愿者带来的
歌曲感染了每一人。从2012年
12月至今，志青藤志愿者已陪
伴这里的孩子走过两个冬夏。

“每个月都来几趟，最开始的志
愿者有的毕业了，又有新鲜面
孔加进来。这些志愿者跟学校
编外老师一样，陪孩子度过很
多快乐的日子。”学校的韩校长
说。

“2012年第一次参加活动
时我还是大一学生，现在我已
把聊城当成故乡，把孤独症学
校当成了我的一部分。”志愿者
钟鑫说，两年时间，他已和这里
的很多老师、学生、家长成了朋
友。今年4月2日世界自闭症日，
志愿者给学校老师们送上了一
份特殊礼物———“让星星的孩
子不再孤单”纪录片。内容是志
愿者拍摄的平时老师在课堂上
教孩子训练的镜头及孩子成长
的过程。看着纪录片上，孩子们
一张张可爱的笑脸和家长、老
师的付出，不少人感动得流下
了眼泪。

本报聊城11月17日讯 (记
者 凌文秀 ) 除了社会爱心
人士，也有专业志愿者机构
来帮扶这些特殊的孩子，“向
日葵”志愿者服务队就是其
中代表。

“向日葵”志愿者服务队
有成员 7 0余人，以孤残儿童
为重点服务对象，以儿童福
利院、特殊教育机构等为服务
基地，定期赴服务基地开展献
爱心活动。“孤独症儿童也是
弱势群体，就纳入了服务队服
务范畴。”志愿者葛杨杨说。

“相较于其他爱心团体，
我们服务对象较单一，正因为
如此我们才有精力有能力更
专业的服务这些特殊对象。”
杨杨说，第一次走进这些“星
星的孩子”的世界，同他们交
流过程中心灵深受震撼。家长
背负着巨大经济和精神压力
陪孩子上学，孩子稚嫩的眼神
中让人感受到他们渴望更多
关爱。“今后服务队将持续帮
助这些特殊的孩子，让孩子和
家长都能感受到来自全社会
的关爱。”杨杨说。

“对于自闭症儿童和患儿
家长来说，自闭症是终身的痛
苦。但在这条道路上，我们和
家长、孩子遇到了很多好心
人、热心人，社会上越来越多
的人关注、了解这一特殊群
体，也有更多专业人士加入自
闭症治疗行业。”该学校负责
人说，志愿者的到来，让家长
看到了社会的理解，让自闭
症儿童看到了希望，学校非
常感谢。希望这些“星星的孩
子”能够得到更多关爱，能尽
快融入社会。

专业服务队帮扶“星星的孩子”

爱心人士和孤独症孩子们玩成一片。 本报记者 凌文秀 摄
相关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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