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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手记]

2月13日，对8岁的家齐来说是
很有意义的一天，他取出自己的
1000元压岁钱捐给了孤儿院的孩子
多多，收获了人生中第一张捐款收据
单。也正因做公益，小小年纪的他学
会了表达爱，懂得钱的重要，以及关
爱需要帮助的人。

去年圣诞节，一直乐于做公益
的母亲小溪，第一次接触到孤儿院
的孩子。这里地方不大，只能容纳8
个小孩，年龄最大的也只有6岁。他
们或多或少都有些健康问题，可爱
又可怜。

或是年龄相仿，经常有志愿者带
着自己的孩子来看望这些小朋友。
这也让小溪萌生了带家齐一起来做
志愿者的想法。与之不同的是，家齐
虽然也是小孩，但他的关注点并不在
孤儿院的玩具上，更乐意同这些看起
来有些“不同”的小朋友在一起玩。

今年春节，孤儿院的阿姨们都回
家过年了。小溪就带着家齐在这里
一连做了4天的志愿者。“我们从早
上9点小朋友起床，到帮他们吃完晚
饭、洗完澡，一直到他们睡觉。大概
六七点钟才回家。”妈妈帮小朋友洗
澡，家齐就拿着花洒给他们冲头发，
然后再吹干。“这么多天待下来，来来
去去很多小孩，确实没看到像他这样
的。”小溪感慨道。

接触时间久了，家齐也和这些小
朋友建立了友谊。其中3岁的多多
和家齐最有“缘分”。小溪说，“家齐
特别喜欢他，还特地跑去和负责人咨
询他的病情。心脏的情况到底怎么
样？手术治得好吗？要多少钱？还
希望我领养他”。也因着这份特别的
关心，由家齐主动提出，自己也要给
小朋友包个新年红包。

包多少钱好呢？“很有意思，金额
从一开始的200元，涨到500元。我跟
他说，妈妈捐500，你捐500，咱们凑成
1000元。他说不用，都他来出。”小溪

笑 着 说 ，
“他怕钱少
不够。”

每每有捐
款，不论金额大小，
孤儿院都会开一张
发票，专款专用。这
笔钱也由当初
的红包变成了
专门为多多
将来换心脏
所用的费用。拿到
单子，家齐兴奋地
说，“这是他生平第一次拿
到捐款的收据”。

这段经历也让家齐有了
很多改变。比如梦想的转
变，更实际了。以前他的梦想是
当一名医生，这样就可以帮他们
看病。这次回到家，他说要先做建筑
师。为什么？“他要等赚了很多钱再
来帮助他们，他要造个很大的房子，
把这些孤儿都收养在里面。只有有
了钱才能帮他们看病。”此外，他还学
会了感谢。

对家齐的成长小溪表示：“我觉
得让他知道钱是重要的，这个没错。
我自己也有触动，通过这些事情，会
更加努力工作，努力赚钱，才有能力
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人。帮助人，是
一件可以让人变漂亮的事。”

对孩子的教育不止此。小溪专
门给家齐办了张银行卡，教他如何在
ATM机里存钱、取钱。有了自己的账
户，家齐小心翼翼地保护这笔财产。

做好事不留名。捐完款，他回来
之后想跟外公外婆说。可是外公平
时比较节约，又不敢跟他说。这时，
小溪就对家齐说，我们做事情并不是
为了得到谁的表扬，是因为有这个初
心，去帮助很可爱的小朋友。“他说对
的。之后他就把收据收了起来，这件
事就翻篇，不再提了。”

小善大爱
春节“益”起来行动

过完年，孩子们的压岁钱怎么花成了永恒的主题。不少家长为孩子保
管起压岁钱用来缴学费、买玩具，或存进银行账户。也有不少家长认为，可
以拿一部分压岁钱出来，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公益。青年报记者在调查了解
中发现，不少学生在家长的引导下，把压岁钱存进了一个个“公益账户”，投
资回报却是一份别样的快乐与心情。 青年报记者 朱筱丽 见习记者 李金哲

孩子的春节压岁钱怎么花？无论

是存入银行抑或是投入公益活动，作为

收取压岁钱的孩子而言，离不开的家长

的引导与助推。压岁钱如何支配，更能

管窥家长内心的金钱观和人生观。

无论是世界外国语小学的四年

级学生李若宁，浦东外国语学校初一

学生蔡弋洋，或是立志当医生的8岁

男孩家齐，都离不开父母的公益善行

的影响。耳濡目后萌生的公益种子，

让他们更多地接触公益平台和公益

项目，从而改变自身对于公益的认

识，并成为公益的传递手。

有言，爱心善举可以像冬日里的

一片骄阳，给人送去温暖；爱心善举也

可以像沙漠里的一泓清泉，给人带去

希望。而他们向记者表达更多的是

“公益他人快乐自己”的自省与觉悟。

在接触宝贝之家之前，上海市世
界外国语小学四年级四班的李若宁
以为，春节就是“吃吃喝喝，以及跟着
爸爸妈妈拜年拿红包中度过”。她告
诉记者，她曾以为所有的小朋友都是
这么过寒假的，直到今年年前，她在
妈妈的手机里看到宝贝之家的孩子
照片时，萌生了好奇之心。

原来，宝贝之家是一家无偿为病
残孤儿和弃婴提供寄养的场所，也是
为那些被父母遗弃并遭受病痛折磨
的孩子们创造的一个临时的温暖的
家。这些孩子来自于全国各地福利
院及一切为孤儿和弃婴服务的机构。

“他们有寒假吗？如果没有迎春
的鞭炮声和家人的问候声，他们的春
节怎么过呢？”李若宁的问题得到了
妈妈方婉蓉的回答，“他们的春节就
在寄养院过。”“那我和班里同学一起
去看看他们，用压岁钱给他们买点礼
物！”在取得班主任的认可后，李若宁
和妈妈方婉蓉在班级微信群内发起
关爱宝贝之家的病残孤儿行动倡议。

倡议发布后，很快得到了世外四

年级四班32位同学的积极响应，并筹
集了 9600 元的压岁钱作为物资资
金。为了不影响宝贝之家的正常生
活秩序，在对宝贝之家的探望中，李若
宁与同学蒋宜陶、胡俞中、王思祺、王
婧杨、李卓伦、张添宸、陶睿轩、范龄
雅、余斐扬分成了分两组，分别于1月
21日和2月4日两批，为宝贝之家的
孩子们带去了新衣和年夜饭礼盒。

方婉蓉告诉记者，宝贝之家的几
位创办人是居住在上海的普普通通
的上班族妈妈，有着初为人母后的

“爱吾爱以及人之爱”之心，他们的执
着推动着宝贝之家的不断改进和发
展。在倡议更多爱心人士加入了这
个大家庭时，感染了身边人，也包括
自己的孩子，“家长的身体力行是孩
子最好的榜样。”

初次体会公益探访，李若宁有了
更多的感悟，“看着小朋友们穿着红
色喜庆的新衣服，开心地在照片里笑
着，我和同学们觉得，比起存银行，压
岁钱发挥了更大的作用。这样的公
益让自己也收获了更多的快乐。”

“其实，爱心两字在我之前的脑
海中是那么的空洞，只知道她是汉语
词典中的一个词，却不知道它有什么
具体的含义……直到2015年生日那
天，妈妈带着我去参加志愿者活动之
后，了解到叔叔阿姨们对湘西贫困山
区孩子们的悉心付出后，我对爱心两
个字有了更深刻的了解与体会。”浦东
外国语学校初一学生蔡弋洋的公益之
心也源于母亲的身体力行。

蔡弋洋告诉记者，从电视和报纸
上了解到，山区的贫困生大多生活在
低矮、破旧不堪的木屋里，那里光线昏
暗，他们因缺乏营养，身体瘦小，但眼
睛是明亮的。“我从他们的眼神中看到
了他们对学习的渴望，对美好生活的

期盼。”当得知他们每个家庭每个月只
需要58元的生活费、吃饭只能就着咸
菜吃一碗饭、睡觉只能在一块木板上，
盖着破旧的被子，蔡弋洋用“难以想
象”来形容湘西贫困生的生活。

“他们门前的路，就是一条条泥
路，每逢下雨，泥泞不堪，那时候他们
怎么上学呢？想着自己平日的幸福生
活，心潮澎湃。我想我要帮助他们，献
出我的一点爱心，尽一点我的绵薄之
力，至少能让贫困山区的孩子们有一
些像样的学习用品吧！”蔡弋洋用自己
的行动告诉了父母他的决定。

在与父母商量之后，蔡弋洋从压岁
钱中拿出1000元来交给湘西助学公益
组织，成为“一对一”贫困生资助团队中
的一名成员。“希望用我们的力量帮助
他顺利完成学业。我希望我能用我的
一点点爱心，让山区的孩子得到一点温
暖与关爱；也希望有更多的孩子能和我

一起行动，让爱
延续！”

妈 妈 蔡 燕
君告诉记者，孩
子多了一份心
意、一份责任、一
份牵挂，比起存
钱，这样的“投资
回报”来得很意
外，而这样的投
资也将继续、永
不停歇。

为病残孤儿送年夜饭
“让自己收获别样的温暖快乐”

结对湘西贫困生
“对爱心有了更深刻的理解与体悟”

帮助孤儿治病
“帮助人是可以让人变漂亮的事”

“公益账户”的投资回报：公益他人，快乐自己

周培骏 制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