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不怯场，不时和身边同学嬉闹，
望着窗外的同学跳长绳可以看出神，
这个孩子叫郑靖民———育婴堂路小
学“ 乐于助人之星”中的一名。

“ 我知道圣诞节，但不知道是哪
一天⋯⋯会有三角形的圣诞树，树上
有放礼物的盒子，有一闪一闪的灯
⋯⋯”虽然无法完全描述清楚心中的
想法，但郑靖民兴奋地告诉记者，他去
年就曾度过了他心中的“ 圣诞节”。

去年“ 圣诞节”爸爸送给郑靖民
一本汉语字典，他很开心，用这本字
典为读小学做了很多准备。不过这字
典除了郑靖民用来学习，还可以用来
想爸爸。爸爸一直要上夜班，郑靖民
晚上很少能看到爸爸的身影，而等到
爸爸下班回来时，他或许早就背着书
包上学去了。郑靖民说他不知道什么
叫火鸡，但想和爸爸妈妈在圣诞节一
起吃他喜欢的麦当劳汉堡和薯条。

郑靖民说他想要“ 四个轮子的自
行车，和我差不多高”。他要骑着这辆
自行车去看看爸爸在公司里到底做
什么工作，然后接他下班。

在路边，我们常常可以看到一些铺
着红毯子，卖着各种民族饰品的藏民，
若木姐和杨古姐的爸爸妈妈们就是其
中的一员。两个小女孩来到上海只有短
短几个月，来之前，她们是住在西藏拉
萨大山里的留守儿童，是从小相熟的好
朋友。来上海之后，两家人各自在学校
附近的菜场旁租着小房。若木姐和杨古
姐都觉得上海更好，“ 因为这里的学校
和老师好，而且可以跟很久没见的爸爸
妈妈在一起。”

然而，由于爸爸妈妈工作很忙，若
木姐和杨古姐真正和爸妈在一起的时
间还是不多。每天早上六点多，两家的
父母就要出门开始准备生意，若木姐和
杨古姐每天几乎一起吃早饭，一起上
学，形影不离。回到家之后，吃完饭最多
和爸爸妈妈说上半小时的话，然后又必
须抓紧时间去预习课本，她们必须付出
比普通孩子更多的努力才能赶上大家
的学习进度。

来上海不久，很多时候还处于适应
的阶段。虽然两个小姑娘在老家都学过
汉语，但说起汉语不会像城里的孩子这
样得心应手，“ 一开始不太适应，同学
们说的很多话听不懂，我也不知道怎么
用汉语表达。”

所以，当问起想要什么圣诞礼物
的时候，两个小姑娘不约而同地说出
了想要更快学好拼音的愿望。“ 我想
要一台可以学习拼音的‘ 小电脑’，如
果这里面还可以帮助我学习英语的话
就更好啦！”

郑靖民 7岁 男
来自福建省福州市连江县

号

“ 圣诞老人是专门给乖孩子送礼
物的。我当然能够拿到啦，因为我也是
乖孩子！”虎头虎脑的李中原，眨着一
双像戴了美瞳般的大眼睛，说起话来
滔滔不绝，不经意间就会扯到很远。

虽然已经8岁，但是李中原还是

不记得老家的名字，只知道“ 在很远
很远的地方”。

“ 每天天刚亮的时候，妈妈就要
起来准备春卷皮了。”李中原的妈妈
在菜场里卖春卷皮，母子俩的生活
成本全靠卖春卷皮的收入来维持。
生活虽然拮据，但每次看到班主任，
或者学校老师经过的时候，李中原
的 妈 妈 总 要 热 情 地 送 上 很 多 春 卷
皮，这份热情和淳朴总是让老师也
觉得深受感染。

说到圣诞礼物，李中原首先想
到的居然是唇膏。“ 妈妈以前有支红
色的唇膏，但是用完之后就不舍得买
了，很想让圣诞老人送一支新的唇膏
给 妈 妈 ，谢 谢 她 那 么 辛 苦 把 我 养
大。”李中原还有一个一直以来的梦
想，就是拥有一个只有在动画片里才
看到过的变形金刚大黄蜂，“ 大黄蜂
总是能帮助到别人，我也想成为这样
的人。”

号

李中原 8岁 男
来自山东枣庄

号 号

若木姐（ 藏族） 8岁 女
杨古姐（ 藏族） 10岁 女
均来自四川阿坝州黑水县

什么是圣诞？我没听过。如果有 礼物，希望是唇膏，让妈妈漂亮！
“ 圣诞老人来了第二季”发布十个来沪少年的新 年心愿 等你来认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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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领规则

近20位读者报名
最大77岁，最小7岁

截至昨晚，有19位读者踊跃报名
参加本报“ 圣诞老人”活动，并希望
能通过实际行动和育婴堂路的小朋
友“ 打成一片”，认领孩子们的圣诞
心愿。

77岁老伯：
和小朋友在一起会很愉快

在众多报名想成为“ 圣诞老人”
的读者中，姜女士是特殊的一位———
她希望能让自己一年级的女儿也成为

“ 圣诞老人”的一分子。
姜女士说，去年就看到本报组织

10位“ 圣诞老人”在星雨儿童康健园
与自闭症孩子进行了一场难忘的活
动，当时还在读幼儿园的女儿小凤就
希望能和同龄人一起玩。转眼到了今
日，姜女士便立即为女儿报了名，希望
患有先天性心脏病的女儿能够多接触
接触外面的世界。

“ 虽然医生曾经建议不要参加
课外活动，但事实上孩子身体目前来
看没有问题，在学校里参加一些平
常的活动也都可以，所以不用担心
孩子的身体”，姜女士说，“ 这次在
孩子的要求下我希望能够满足孩子
的愿望。”

除了一年级小朋友“ 争先恐后”
外，另外两位老先生的踊跃参与也让

“ 圣诞老人”报名竞争变得更加激烈。
77岁的郭老伯在电话中让记者放

心，不用担心他的身体状况，因为他不
想错过和小朋友在一起玩的机会。郭
老伯有个读三年级的孙子，每天都会
亲自送孙子去上学，接触得多了，对和
孙子一样的小孩子“ 也变得宝贝了”。

“ 别看我年纪有些大，但我的心态还
是比较活泼的，和小朋友在一起会很
愉快，自己还可以变得年轻”，说完郭
老伯爽朗地笑了。

此外去年已经参加过本报“ 圣诞
老人”活动的侯先生也想“ 再为孩子
们表演一回”。去年在康健园，侯先生
对孩子们的照顾让记者都感到惊讶，
侯先生说希望这次能准备得更充分
些，为孩子们带来更多的礼物。

大二女生
愿为小朋友苦练乐器

华东师范大学大二女生王颖特别
希望能借此机会扮演一回圣诞老人。

“ 穿着圣诞老人的衣服和小朋友一起
玩，肯定会有很多笑点，想想就忍不
住。”王颖说，她如果能成为“ 圣诞老
人”会将拿手的歌曲再练练好、将弹
得不算好的乐器多多练习。参加过多
次志愿者活动的她希望能用亲和力赢
得小朋友的心。此外华东理工大学的
黄晓文也希望能通过参加本次活动迈
出做公益活动的第一步。

除了大学生，上班族们也不乏期
待这次有意思的活动。如今在外企
工作的徐小姐去年看到本报“ 圣诞
老人”活动时就致电报名，后发现已
经晚了，因此今年特地很早就联系
到本报。“ 让孩子们选我吧！我会好
好看12月6日的《 青年报》认领一个
心愿的！”

除了徐小姐，外港海关团委书记
姜小姐也想做一个与众不同的“ 圣诞
老人”。姜小姐说：“《 青年报》的‘ 无
车日’ 活动、‘ 脱光’ 活动都很有意
思，这个活动我看了征集令也觉得好
玩，所以想报名参加。”

1、即日起，本报热线61933111、新浪微博
（ @青年报读者互动）均开始接受热心读者对

孩子们心愿的认领。
2、认领心愿的读者请在电话或微博私信

中告知我们你的姓名、联系方式以及具体想要
认领哪一号心愿。

》“ 圣诞老人”报名踊跃

间去了解这座城市的风土人情。“ 每周
都有测验，爸爸妈妈希望我每一门都要
考100分。我只有考了100分爸爸妈妈才
会有小奖励给我”，郭婉仪说。

除了读书日，周末时郭婉仪也要为
丰富自己的才干作奋斗。双休日先去上
水粉画课，然后去上英语课是她的“ 既
定日程”，余下来时间则在家独自玩耍。
虽然也会有小朋友到她家去陪伴她，但
她希望与同龄人一起玩的次数更多一
些，并且能多看看上海有名的建筑。

因为喜欢画画，郭婉仪希望圣诞老
人可以送一她一套浇画工具。“ 我喜欢
浇画，家里有一套模型，也有浇画的颜
料，但是用作浇画的铁板找不到了，勺
子也没有了⋯⋯”郭婉仪说，如果能有
一套完整的浇画设备，就可以画完后
贴在玻璃上让同学一起来欣赏了。她
说她想走到哪里就画到哪里，画出她
心中对这座城市的感觉，带回家让爸
爸妈妈看。

想要一套浇画 工具
希望有一天， 我走过的都在画里

误以为父母在 “ 捡垃圾”
希望有个大绒 毛熊陪陪自己

好久却说不出想要什么。
谈到父母的工作，王雨康小声地和

记者说了“ 捡垃圾”三个字。王雨康其
实并不知道父母真正在做什么工作，而
是因为“ 爸爸一直晚上出去收货，妈妈
也是”，这些他每天看到的情景让他在
脑海中将其和“ 捡垃圾”画上等号。王
雨康说他平常和爸爸妈妈交流不多，更
多的是做完作业后和比他还小的弟弟
一起玩。王雨康不仅不知道老家在哪
儿，对上海也很陌生，外滩、南京路、东
方明珠对他而言好像隔了十万八千
里———似乎他能够看懂的地方只有学
校和家。

但当谈到野生动物园时王雨康就
兴奋起来，原来他爸爸妈妈曾带他去玩
过。“ 动物园里有很多小动物，我最喜
欢熊”，王雨康随后终于想出了自己的
圣诞心愿———一个比他还要大的毛绒
熊，“ 可以在爸妈不在的时候陪我”。

想要辆儿童自行车
骑着它去接爸爸下班

妈妈舍不得买的红色唇膏
我送给她

有台拼音学习机
就能早点适应上海

因为家长忙着打拼养家，大多数新来沪青少年几乎都是被“ 全托”在学校。
本版摄影 记者 丁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