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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支持高密宝德书院的建设，
不少读者给本报来电。

“要是早知道这个消息就好啦！”
家住济南的退休教授白女士在电话
中表示，家里还有很多藏书可以捐。

“我们一家人都很爱看书，有不少精
装的经典图书，像《资治通鉴》、《二十
四史》等，这些书对他们应该有用。”

为确保图书完好到达，本报张刚
大篷车将适时把白女士捐赠的图书
送到李济远、单美华夫妇手中。

如果您家中也有适合小学生、
初中生阅读的史学类、文学类、科
普类等图书，欢迎您一并捐赠给本
报张刚大篷车。您可以通过张刚大
篷车微信（搜索公众号“大篷车”或
微信号“qiludapengche”添加）或张
刚 大 篷 车 爱 心 q q 群（ 群 号
313065810），告诉我们您的捐赠意
愿，我们将及时与您联系。

本报记者 肖龙凤

宝宝德德书书院院学学生生六六成成是是留留守守儿儿童童
父母多在城市打工晚上才回家，书院创办人称会长期坚持下去

孩孩子子，，不不知知你你姓姓啥啥但但你你很很““有有福福””
弃婴遇爱心接力，村民抱回家、敬老院照料、爱心团体介入

本报潍坊8月24日讯（记者
李涛） 24日，本报报道了潍

坊高密的李济远、单美华夫妇自
己置办宝德书院，常年免费向孩
子开放一事，引来大量读者关
注。而在宝德书院学习的孩子
中，留守儿童占到了六成以上。

“宝德书院所在的冯家庄村
位于胶河边上，村民主要种植小
麦和玉米，平日村里的青壮年基
本上都在外打工，只留下孩子跟
爷爷奶奶在家。”李济远告诉记
者，在留守儿童中，约有八成是
家长白天外出打工晚上回家；约
一成是家长在外地打工，仅在节
假日回老家陪父母孩子；还有一
成是外来务工子女。

农村生活比较单一，学生放
学回家后不像城市孩子读兴趣
班、辅导班，有些孩子会帮父母
干农活，更多的孩子则是窝在家
里或者去大街上玩耍，以此打发
时间。宝德书院的成立，不仅是
冯家庄村的孩子受益，周边村落
的孩子也跟着沾了光。

“孩子父母都在外面打工，
以往暑假都把孩子圈在家里，怕
跑出去惹事；在家里就是看电视
打发时间，时间长了对孩子眼睛
不好，但又没别的好去处，出去
还担心安全问题。”冯家庄村村
民李秀美告诉记者，书院成立
后，她就让小孙女到书院学习，

“可满意了，能学到知识，家长上
班也没了心事。”

“我的目标就是想成为一粒
种子，把美德、特长、才能的种子
种到乡村孩子们心中，尽我最大
所能为当地教育事业做一点贡
献。”李济远表示，会始终如一地
把宝德书院做下去，力所能及地
做一些事情，让更多的农村孩子
有个读书学习的好去处，有所学
有所获。

“类似高密宝德书院这样由个人创办、造福乡里的特色书
屋也在政府重点扶持范围内；潍坊现已引进出版单位，下一步
我们会根据工作需要组织出版单位和教辅单位为其捐助部分
图书。”潍坊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工作人员说。记者从高密
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了解到，高密市委书记范福生还自购
并捐赠书院国学方面的相关书籍，多次调研，会对宝德书院加
大扶持，还会为宝德书院赠送数字设备。 本报记者 李涛

自办书院免费教学生

当地政府将赠书院数字设备

课后，孩子跟老师一起喊口号。 本报记者 孙国祥 摄

看到书院的报道

爱心教授要捐书

赶往上海治疗需进行三次手术
靳庆忠立即拨打电话，

将孩子的情况告知了杜红
旗。在向乡镇领导汇报后，杜
红旗当即决定带着孩子赶往
儿科治疗最权威的复旦大学
附属医院治疗。“到上海已是
24日凌晨，专家对孩子进行
了抢救。”24日下午4点，在电
话另一头的杜红旗告诉记
者，目前孩子已经住进重症
监护室，身体状况也稳定了
很多。“专家研究后认为孩子
需要间隔做三次手术，身体
状况稳定后就可实施首次手
术。”杜红旗高兴地说，三次
手术后孩子就基本康复了。

孩子到上海后，也受到
了不少爱心人士关注。其中，
上海的小希望之家慈善机构
得知情况后，第一时间与杜
红旗联系，并帮助联系医院
和专家。同时，北京一家公司
的负责人得知此事后，也安
排一名工作人员赶至上海与
杜红旗汇合，并确定下一步
组织员工进行爱心捐款。一
些网友自发号召大家捐款。

“这个孩子是不幸的，
也是幸福的。没想到这么多
好心人帮助他。”杜红旗相
信，在好心人的关爱下，孩
子一定能好起来。

好心村民李贵生回忆在田地机井屋旁捡到孩子的场景。

对出生不足20天的男婴有福来说，他也许并不知晓过去
的7天里自己经历了哪些人间冷暖。因患有先天性肠梗阻、先
天性无肛门，他被父母无情地抛弃，但随后一系列的温暖和
关爱却将这个幼小的生命紧紧包围。好心人将他抱回家，敬
老院员工和老人们精心照料，乡镇民政部门与慈善机构积极
联系，将孩子送到上海治疗……

文/本报记者 姬生辉 苏洪印
片/本报记者 姬生辉

敬老院专人照料，给孩子取名“有福”
18日下午，当男婴被抱到敬

老院的那一刻起，原本有些沉静
的敬老院顿时热闹起来。59岁的
老院长靳庆忠特别将条件最好
的一号房间打扫一新，并换上了
全新的被褥。敬老院护工郝爱
焕、61岁的老人张庆祝自告奋勇
承担起了照料孩子的任务。郝爱
焕和张庆祝特别放下了手中的
事情，进行全天候24小时轮班。

为了保证孩子的营养，大家
也颇费了一番脑筋，仅婴幼儿奶
粉，杜红旗和靳庆忠就买了四五
种。多久喂一次奶、多长时间喝一
次水、怎样抱孩子……郝爱焕和
张庆祝完全执行同样的标准。因
担心孩子伤口感染，镇上还安排

了专业的医护人员打针输液。
敬老院里62岁的老人魏庆施

说，孩子刚来时，他站在安置孩子
房间的窗外，透过玻璃看过几眼，

“孩子身上有伤口，卫生条件要求
高，我们没敢进屋。”在他眼中，孩
子白白嫩嫩非常惹人疼爱。“老人
们还凑在一起为孩子取了名字，叫
有福。”靳庆忠说，大家希望孩子能
战胜疾病成为一个幸福的人。

令大家都没有想到的事情
还是发生了。自22日早上，孩子
饮食出现问题，喝下去的东西很
快就会吐出来，有时甚至还会吐
出黄色的胃液。23日下午，孩子
的脸色蜡黄，并伴随间断性轻度
昏迷，身体情况非常不乐观。

农田中捡到男婴，腹部伤口还在渗血
“也不知道孩子怎么样了？”

8月24日中午12点，正在吃午饭
的李贵生突然放下碗筷，沉思了
片刻后，抛给妻子一句话。

过去7天中，孩子始终是他的牵
挂，想起后便不自觉地担心起来。

李贵生口中的孩子是一名
被丢弃的男婴。17日下午6点，嘉
祥县黄河李村的农民李贵生干
完农活后，如往常一样沿着田间
小路往家走。“走到机井房时，听
到一阵啼哭，低头一看竟是个出
生不久的男婴。”李贵生本能地
将孩子抱起来仔细端详，婴儿被
晒得脸色发红、额头上渗出细微
的汗珠，“眼睛有些睁不开了。”

老李赶快加紧脚步，一路小
跑将孩子带到家中。妻子喂过一
些水后，小家伙慢慢有了精神，

竟然安静地睡着了。
“给孩子清理身上时，我发现

他肚子右下方有个伤口，并不断
有血水渗出。”为让孩子得到及时
治疗，李贵生第二天一早便与老
僧堂镇民政办主任杜红旗取得联
系。见到孩子后，杜红旗立刻驱车
带着孩子赶至济宁市人民医院检
查。经专家会诊，确定男婴出生时
间约20天，患有先天性肠梗阻、先
天性无肛门两种疾病。专家检查
后确定男婴在被丢弃前，已经进
行了肠梗阻手术。考虑到男婴身
体原因，专家建议带回照料，三个
月后再进行第二次造肛手术。

诊疗结果让杜红旗悬着的
心放了下来。18日中午，经过综
合考虑，杜红旗决定将男婴送至
镇敬老院，并安排专人照料。

孩子前往上海治疗，张庆祝老人很是挂心。

“有福”还得进行三次手术才能康
复，您如果愿意帮助“有福”这个仅出
生20天就被遗弃的重病婴儿，为孩子捐
款捐物，请拨打本报热线96706留下
联系方式，本报记者将会一一与您
联系。

本报记者

“有福”等您帮一把

24日，敬老院院长靳庆忠手机
中储存的“有福”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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