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 1 月 18 日讯 (记者

伟伟)爱，可以超越血缘。本报

发起的“接孤儿回家过年”活动

受到爱心家庭的追捧，昨日热

线电话依然烫手，又有三十多

个爱心家庭报名参与活动。

于女士的同事一直打不进
电话，只好拜托中午值班的于

女士给记者打来电话，替她表

达了想要接孤儿回家过年的想

法。志愿者张道明专门发来短

信说，“我是临沂市青年志愿者

协会的会员，每周六都去福利

院给孤儿洗澡打扫卫生”，他告

诉记者，他熟悉那里的每一个

孩子，所以无论接哪个孩子回

家都行。而罗庄区盛庄镇的王
女士迫不及待地要求记者带她

见见孩子，想早日领他回家，让

孩子们享受到“爸妈”的爱。

福利院副院长刘克己说，

让孩子们走进家庭，是希望他

们能受到家庭式教育，拥有一
个正常的成长环境，在情感、社

交、智力上得到康复和发展。

孤儿不仅牵动了市民的

心，也让不少商家、企业牵肠挂

肚。昨日，大陆商业村、郯城孙

家牙科诊所以及不锈钢市场的

一些个体业主与记者联系，表

示愿意以自己的方式支持爱心

行动。当记者追问他们参与活

动的理由时，有一市民的回答

让记者印象深刻———“给人快
乐，也能收获快乐。”

春节将至，本报与市社会

福利院联手启动“接孤儿回家

过年”活动，诚邀爱心之家与孤

儿一起欢度新春佳节。一天或

几天的相处，甚至一顿年夜饭

的相聚，让我们给孤儿一个心

灵的拥抱。热心的您可拨打
8966133 15053905868 参加此
次活动。

“给人快乐，也能收获快乐”
昨日，又有三十多个爱心家庭报名

本报 1 月 18 日讯 (记者 韩纪

功 实习生 卢丹)“接孤儿回家过年”

爱心行动正式启动后，立即引起强烈反

响。在我们接到的电话中，身体健康的

李乐成为众多爱心市民追逐的主要人

选。然而，在我们排定的孤儿中，像李乐

一样的孤儿少之又少，因此，广大市民

播洒爱心时不要仅仅局限于健康的孤

儿。

据了解，临沂市社会福利院目前有
170 多名孤儿，其中 95% 是残疾的孤

儿，因为残疾他们被父母抛弃。这些孤

儿最大的十几岁，最小的只有几天。在

往年春节，这些孩子只能呆在福利院

里。福利院的叔叔、阿姨就是他们的亲
人！

为了让这些日渐长大的孤儿有一

颗与普通孩子一样快乐的心，能够健康
茁壮地成长，本报与临沂市社会福利院

联合发起了此项爱心活动，让这些孤儿

们真实地体验一次“回家过年”的滋味。

“福利院是个大家庭，为了教育孩子自
立自强，孩子们需要在完整的家庭中成

长，需要父母的爱。”临沂市社会福利院

董护士长日前对记者说。

据临沂市社会福利院刘副院长

介绍，包括这 1 0 名等待爱心市民接
回家过年的孤儿在内，院里的 170 多

名孤儿经过手术或治疗后，身体都是

健康的，没有传染疾病，请广大爱心

市民放心。

播洒爱心

没有界限
每一个孤儿都渴望被人疼爱

钱磊是个爱笑的孩子。因为先天性无肛，

一岁的时候被父母无情地抛弃。董学丽护士

长说，钱磊普通话说得非常好，嗓音浑厚，将
来有可能成为一名播音员。小家伙非常爱劳

动，一见到保育员拿扫帚，就抢着上前帮忙。

备注：由于肛门是人造的，所以钱磊平

时大便会失禁，白天坐椅子时都会找一块尿

布垫在屁股下，晚上睡觉要给他用纸尿裤，

穿脱上衣需要协助。通便的蔬菜要让他少

吃。

安红刚出生就被送到福利院，因脑瘫被

父母抛弃。脑瘫儿童如果治疗及时，康复效

果会最好，在护士们的努力帮助下，安红康
复的效果不错，小安红现在能独立行走、会

自己吃东西，还学会了说话。

备注：语言发育比同龄孩子要晚，现在

什么都会说，只是不太清楚，而且声音特别

小。在吃饭方面，能吃面条、米饭等一些带汤

的较软食物，饼干之类的硬食物还不会吃。

大小便不能自理，需要垫纸尿裤。

杰杰 2 个月的时候来到福利院。董学

丽护士长说，杰杰正直善良，从不与别的

小朋友打架。这个性格温柔的小男孩却特

别喜欢玩枪，拍照的时候都要抱着心爱的

玩具枪。要是有人拿他心爱的东西，这个

温柔的小男生也会闹脾气。

备注：现在上小学一年级，喜欢学习，

很有个性。不喜欢吃肥肉，爱吃水果。晚上

睡觉需要督促起床上厕所两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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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磊：男 5 岁
（先天性肛门闭锁术后）

孙安红 女 3 岁半
（脑瘫康复后）

申杰：男 7 岁
（脊柱裂术后）

A12 2011 年 1 月 19 日 星期三

编辑：侯艳天 组版：徐新苗

系

城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