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肖会 杨歌

6月23日，莘县朝城镇邵庄村迎来一批特殊
客人，他们是聊城市春雨助学协会莘县分会的
工作人员。经核实，该村村民刘军，因妻子重病
导致家庭贫困，已经严重影响到了两个孩子的
学习。为此，莘县春雨助学分会决定对刘军两个
品学兼优的孩子实施助学行动。协会在提供每
年2400元的爱心助学款同时，又将一部分学习
用品送到了他们手中。

聊城市的“春雨助学活动”开始于2008年
12月，发起者是聊城市普通的市民。初衷是为
那些家庭贫困而又品学兼优的学生提供必要的
帮助。活动开始后，受到社会各界人士的广泛
关注，规模也逐渐扩大，2012年5月，该协会
在聊城市民政局注册，正式命名为“聊城市春
雨助学协会”，面向全市开展捐资助学活动。
对于符合资助条件的中小学贫困学生，协会将
为其提供每学年400元助学专款，对于符合资
助条件的高中贫困学生，协会将为其提供每学
年2000元助学专款，该笔款项由班主任老师代
管，将专门用于学生购置学杂物品。

现年36岁的朱春英，是莘县朝城镇幼儿园
的一名普通老师。2011年加入聊城市“春雨助
学协会”，在长期的爱心助学活动中，先后多
次深入贫困学生家里进行调研与帮扶。在一次
偶然的活动中，与来自莘县交通运输局的机关
干部杜勇、张瑞成相识。交谈中，3个人的想
法不谋而合，为了更好的帮助在贫困中挣扎的
莘县学子，3人决定申请设立聊城春雨助学协
会莘县分会。经过多方筹划，2014年4月21
日，聊城春雨助学协会莘县分会正式成立。

“现在分会的志愿者已经达到70人，他们
来自莘县各地，有机关企业的职工，也有基层
农村的村民，大家都有一个共同的心愿，就是
不能让品学兼优的祖国栋梁，因为经济条件而
阻滞了学业。”协会秘书长杜勇说。

目前，分会成立两个月来，已累计发放助
学款10万余元，有16名品学兼优的中小学生接
受了资助，另外还有20名已被纳入考察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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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益行动，用爱心温暖社会

□ 孙亚飞 孟庆剑

6月20日，见到记者，聊城市东昌府区“蒲公英行动”志
愿者协会会长苏金生，转身从里屋拿出了一封略显陈旧的
信。苏金生告诉记者，2008年9月18日，这封信送到了他的
手里，是山东理工大学的学生宗辉写来的。

“当年，就读于聊城四中的宗辉爸爸突然去世，家庭经
济条件很差，他因为担心交不起学费，就在临近高考的时
候放弃了学业。‘宗辉不能够放弃’，我决定与其他几位乐
于慈善的朋友一起资助他继续学业。”苏金生端坐在记者
对面，眼眶慢慢湿润起来，“宗辉是个好孩子，我至今仍然
时不时的打开这封信，里面让我印象最深的一句话就是：
谢谢叔叔每月的400元生活费，现在我家里条件好些了，每
月200元就够了，请您以后不要再寄这么多了，把钱给那些
比我更需要帮助的学生吧。”

因为受到了宗辉的触动，2009年12月，一向热衷于公

益事业的苏金生发起成立了聊城“蒲公英行动”志愿者协
会。“很多孩子有着优秀的品质，每次和他们接触我都很感
动，这促使我想去帮助更多的孩子。”

为了让更多的人加入助学队伍，他们专门成立了蒲公
英行动志愿者协会网站，打开这个网站，学生资料、资助名
单、近期动态、资助流程一目了然。

如今，“关爱别人，快乐自己”这一个民间公益组织的
口号，已成为了聊城市民耳熟能详的声音。“花罢成絮，因
风飞扬，落湿地即生。”这是对蒲公英的写照，也是对“蒲公
英行动”志愿者协会的写照。当年只有几个人的公益组织，
现已有注册会员162人，参与活动者达2552人。他们以资助
贫困学生为己任，在历时4年的时间里，行程15000余公里，
举办公益活动500余次，资助了400名品学兼优的学子，其
中有29名考上了心仪的大学。他们还建立了6个乡村学校
图书室，在2个乡村中学设立了“阳光励志奖学金”，走访学
生家庭722户，募集发放善款约35万余元。

□ 杨秀萍 周静

6月22日清晨，记者走进“中华孝心镇”、二十四孝人物
之一鲁义姑的故里茌平县韩屯镇。琅琅书声让这个普通的
鲁西北小镇显得格外与众不同，静心聆听，原来是孩子们
在诵读《弟子规》。

记者在韩屯镇采访，说起自己身边的孝心模范，村民
们都能说上一段。罗屯村86岁的池素贞老人笑呵呵地说：

“俺村上找不到一家不孝敬老人的，孩子们孝顺，老人才能
人长寿啊，我这把年纪不算啥，村上还有好几个90多岁的
呢，都是孩子们照顾得好。”

作为德义之乡、鲁义姑故里，韩屯镇早在两年前就走
上了弘扬传统文化的路子。通过企业投资、社会捐款等方
式，重建鲁义姑祠、设立孝心大讲堂、举办亲情教育公益夏
令营和“中华女德班”公益论坛，并印制《弟子规》《孝心文
化专刊》等书刊分发给当地群众，全镇上下形成了“以孝为
荣、以孝为美”的良好氛围。

去年，韩屯将文化活动大院改为道德学校，并联合聊
城国学研究与传播促进会，邀请儒学专家对村民进行培
训。52岁的刘庆涛是韩屯镇道德学校校长，原先由于生意
做得好，已经拥有多家企业。去年8月，刘庆涛在聊城市民
政局注册成立了聊城国学研究与传播促进会，同时担任韩
屯道德学校的校长。如今，热衷传播传统文化的他已全然
放下生意，专心做起了弘扬传统文化的义工。

和刘庆涛一样，在韩屯镇活跃着一群志愿者，他们有
的来自新疆，有的是本地的退休职工，还有韩屯镇的工作
人员。采访中，志愿者们纷纷表示：“选择到最基层的农村
弘扬传统文化，因为这里的人们最淳朴、最真实。”

传统文化的力量于无形之中改变着韩屯百姓的思想。
在刘庆涛的带动下，韩屯的义工、讲师队伍不断壮大，当前
全镇51个村都开设了道德讲堂。“今后我们将集中力量搞
好中心讲堂，并分步骤打造重点村，以点带面，让优秀传统
文化和道德品质在韩屯生根、发芽、结果，产生更大的社会
影响力。”刘庆涛说。

□ 孙亚飞 赵永斌 王月鲁

“那天我和丈夫吵架，一气之下跳了湖，是他们及时发
现，下到冰冷刺骨的湖水中救了我，给了我第二次生命！”6
月22日，回想起被高唐党员义务救援打捞队救起的经历，
获救的高唐居民李女士依然激动不已。

“下湖救人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职责。”高唐县党员志愿
者协会会长兼党员义务救援打捞队队员杨瑞峰说。谈起这
支队伍的组建，他告诉记者，队员都是志愿者协会成员，原
本是一支游泳队，看到溺水者就会马上施救，慢慢的竟然
和公安局、消防队等部门有了默契，这些部门接到求助电
话后，会第一时间通知他们参与救援。于是，一次次的实战
也让他们的救援队伍从业余走向了专业。

据杨瑞峰介绍，水下救援难度非常大，而且最佳救援
时间只有6分钟，救援溺水者需要的不只是技术，还要有胆

量和勇气。高唐北湖最深的地方达到8米，最浅的也2米多，
下面暗流涌动，存在许多难以预知的危险，每次下水救援
对志愿者来说也是体力和耐力的挑战。

为提高游泳技能，队员们每天至少下水1小时。同时，
他们还自制了潜水设备，延长了救援时间。为提高救援水
平，他们每年都会组织两次救援培训，在水下一对一模拟
训练。他们自制了简易实用的打捞钩子，在保持重量的同
时又增加了圆润度，与以往下网相比大大缩短了救援时
间，在该县公安系统得到大力推广。

救援打捞队的10余名队员均是志愿者协会中的党员。
“救人本来就是天经地义的事情，更何况自己还是党员！”
杨瑞峰介绍说，队员们的平均年龄在40岁左右，均有着过
硬的身体素质和游泳技能。救援打捞队自2010年成立以
来，义务参与溺水救援10余场，已成为了高唐居民心中的
平民英雄，党员中间的一面“旗帜”。

□ 杨秀萍 许永飞

年过半百的马怀青是冠县万善乡马王段村普通农民，
由于家靠公路，马怀青时常会目睹车祸的发生。而每当这
时，他总会在第一时间赶到现场实施救助。

一天夜里，马怀青正准备上床休息，突然院里的狗叫
个不停。根据以往经验，马怀清心想可能又有车辆出事了，
便急忙跑到临近的冠北公路，果真发现一辆越野车头朝下
栽入了路边沟中。马怀青想起邻村有一个开预制件厂的熟
人有小型吊车，他就拨通了那人的电话，这时已是夜里11
点多。最终，小吊车把越野车从沟里拖了出来。

20年来，马怀清救助的人不计其数。据粗略统计，他先
后帮扶困难家庭10余户，车祸现场施救20余次，救助近40
人。马怀清成为十里八乡出了名的热心肠，很多人都认识
他。凭借多次救人于危难之中的事迹，马怀青被授予见义
勇为“山东好人”的荣誉称号。为呼吁更多的人帮扶困难人

群，马怀清借助“山东好人”的影响力成立了一支爱心服务
队，当地人亲切地称之为“冠县好人帮”，马怀青担任队长。

马怀青告诉记者：“我们这个团队多数都是农民，大家
有力出力，有物出物，有钱出钱，人多了力量也大。”去年7
月，一位30岁左右的女子骑摩托车在冠北路上急速行驶，
由于下雨路滑，摩托车摔倒在地。马怀青听到声响后及时
赶到现场，并通知了离出事地点较近的团队成员马明昌，
两人一起将女子送回了家。为了表示感谢，女子想给他们
一些钱，却被马怀青拒绝了：“我们做好事是为了帮助别
人，不要钱。不过我们是一个团队，你也可以加入，跟我们
一起做好事。”就这样，“冠县好人帮”又多了一份力量。

在马怀青的带领下，“冠县好人帮”一天天壮大起来，
目前成员近300人，其中年龄最小的只有17岁，最大的已87
岁。团队为了提高自身的办事效率，还分了组，包括见义勇
为组、扫街补路组、爱心慰问组等，各组成员有钱出钱，有
力出力，共同传递着爱的能量。

□ 高田 崔颖 孟凌云

“我做了四次大手术，从只会趴的小女孩，到了如今可
以直立行走的独立女性，再到可以开着汽车全国到处旅行
的时尚达人，40年的坚持让我明白，只要有梦想并持之以
恒地为之努力，就一定能实现。我之前接受过他人的帮助，
我觉得残疾人做公益，才能让公益回到本质。”6月16日，聊
城市无障碍互助协会创始人兼秘书长杨珊对记者说。

家住东阿的杨珊1岁时患小儿麻痹症，导致腿部残疾。
童年的不幸没有击倒杨珊，与病魔的斗争反而练就了她坚
强的性格，16岁她便开始自食其力。她卖过雪糕，打过零
工，2006年她做起了工艺品代理生意，到2008年销售额已
近400万元，杨珊不仅为自己也为家人撑起了一片天。

正当事业蒸蒸日上之时，杨珊作出一个让人意想不到
的决定：撤掉直营店，专心致力于公益事业。杨珊说，她比
正常人更了解残疾人的内心，特别是对外部世界渴望又害

怕的矛盾心理。2012年10月24日，杨珊与几位残疾人参加
了一次无动力帆船航海，被多家媒体报道。无形中扩大的
影响力让杨珊确定了公益之路，“我想做公益已经有几年
了，因为本身是残疾人，特别想帮助有残疾的人，那次航海
让我找到了自信和勇气。”她说。

经过多方奔走，2012年年底，杨珊和朋友成立了聊城
市无障碍互助协会，以帮助那些残疾人走出自己心中的阴
影，感受了解外面的世界。如今，协会从最初的不被人理
解，发展到了会员超过数百名，很多人慕名而来，送电脑，
送轮椅，和残疾人朋友联谊互助。

协会成立后，几名主要成员到临清、东昌府、东阿、冠
县等挨家挨户走访残疾人，并向困难会员提供帮助。谈及
未来，杨珊充满憧憬：“我现在的梦想是希望协会越来越
大，让更多残疾人朋友能参与到互助活动中来，敞开心
扉，快乐生活，就像当时我参加航海后一篇报道中说
的，断了翅膀断不了看海的梦。”

东昌府区“蒲公英”在行动：

帮更多孩子完成学业

茌平县韩屯的义工们

□ 王兆锋 郭素彦

在阳谷，有这样一位农民：每年捐资6万元
助学，一捐就是13年，资助阳谷一中寒门学子
1000多人，其中已有400多人考入重点大学，500
多人参加了工作。他就是阎楼镇吴海村的张德
宪。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张德宪种地、饲养家
禽、贩卖药材，一分一分挣钱，供孩子上学。4个
儿女都很争气，考上了大学，走上工作岗位。家
里日子好过了，张德宪就琢磨着怎样帮助贫困
家庭的孩子完成学业。2001年，他利用子女孝敬
他的钱，在阳谷一中设立了助学基金，一次性向
72名阳谷一中贫困生发放6万元。

在接下来的10多年里，张德宪总是在春节
后开学的第一天给阳谷一中送去6万元助学金。
他说：“听到一些孩子因家境贫寒上学遇到困
难，我心里就着急，能够拿出一些钱帮他们完成
学业，是我和全家人的心愿。”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张德宪子女
的收入也受到影响。2009年春节前，兄妹几个
相约提前回家，生怕父母为救助金的事情着
急。大儿子张怀印一见父亲的面，就拿出自己
的孝心钱，说：“昨天下午我们几个已通了电
话，都要提前回家。这是我昨天到银行给您取
的现金，救助金的事就放心吧。”看到子女们
如此支持自己，张德宪心里踏实了。

助学大方的张德宪生活很简朴，大儿媳张
新英介绍：“老人从来舍不得自己买衣服，平
时吃饭就是吃腌的韭菜花和老咸菜。有一次他
见有人卖便宜的白菜，9分钱一斤，就一下子
买了50斤，放起来慢慢吃。成立助学基金后，
他把烟酒都戒了。”

张德宪对名利看得很淡，学校把受资助学
生的名单给他，他也不留着。受资助的学生从
学校那里才知道是张爷爷资助了他们。一位3
年连续受到资助、考入北京大学的学生说：
“张爷爷是我们一生的骄傲，将来我们也要让
他为我们而骄傲！”

杨珊：帮助更多残障人快乐生活

高唐有个党员义务救援打捞队

马怀清和“冠县好人帮”

阳谷农民张德宪：

每年6万元

助寒门学子

◆继上期“向善的力量·孝老爱亲篇”之后，本期推出“向善的力量·热心公益篇”，向读者报道聊
城热心从事公益事业的群体和个人。他们通过开展各类形式的爱心公益活动，让无力者前行，让有
力者更加坚定，促进形成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社会风气，他们的举动让这个社会倍加温暖。

热心公益篇

“春雨助学”

在莘县

□ 高田 郭超

“看到贫苦的人要是不帮一把，俺心里过不去。”就是这句话，支持着临清
民警刘维钊默默济困助学近20年。从参加工作开始，刘维钊就不断资助他人，
到现在究竟资助了多少孩子，这些孩子是哪里人，连他自己也记不清了。

1996年7月，刘维钊从报纸上得知枣庄市山亭区小学生杨守英聪明伶
俐、品学兼优，但是父亲身有残疾，面临辍学，于是他开始了持续几年对杨
守英的资助。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工资水平还很低，刘维钊和妻子两个人的工资加起来
也不过几百元，要养活父母和孩子，日子过的不宽裕。有一次，他得知帮扶对象
王霞家中有困难，便毅然把家里唯一的交通工具——— 一辆木兰摩托车卖了500
元钱，连夜用报纸包起来，偷偷塞到王霞家院子里。

刘维钊是警察，妻子在银行工作，依照两个人的收入，他家的日子应该让
很多人羡慕。可周围的同事们都买了车、换了大的商品房，他的妻子还是以十
多年前的摩托车代步；房子依旧是九十年代妻子单位分的福利房，连简单的装
修都没有；电视机还是10几年前的旧电视；粉色的窗帘挂了10几年，洗的几乎
成了白色。生活“抠门”，只为慷慨助学。近20年来，他累计资助他人金额达到10
几万元。在刘维钊的帮助下，受到资助的孩子们纷纷学有所成，走向社会。

刘维钊对别人的资助都是匿名的。为避免被被资助者找到，他先后化名
刘泓琳、泓琳等几个名字，给被资助的学生汇款、写信。最终把刘维钊这位
匿名“雷锋”推到大家视线里的，是他历时3年共花费6万多元资助学成的莘
县学子小张。

小张研究生毕业工作后，一直按照汇款单上留的电话号码联系刘维钊，希
望能够当面感谢恩人，但都被拒绝了。直到2011年，小张再一次打来电话，告诉
刘维钊自己要结婚了，希望恩人能见证自己人生中这一神圣的时刻。刘维钊实
在无法推拒，这才答应到济南参加小张的婚礼。于是，这位默默坚守在济困助
学阵地近20年的好警察，才浮出水面。

临清警察刘维钊

济困助学20年

（本版照片除署名外，均为资料片）

 6 月 1
日 ， 蒲 公
英 协 会 组
织10名家庭
困 难 的 学
生 游 览 古
城区。

韩屯镇
道德学校校
长刘庆涛为
村里的老人
洗脚。

□赵永斌
报道

 6月 2 3
日，高唐党
员义务救援
打捞队在进
行水中救人
技能训练。

刘维钊
（右二）收
到受助者赠
送的锦旗。

张德宪
在为学生们
发 放 助 学
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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