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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报记者 汪永森/文 周甬/图

昨日，晚报刊发《网友和志愿者齐心
接力，要发起一场爱心救助》，宜阳“90后
妈妈”为身患先天性脑脊膜膨出等多种病
症的儿子求助，不但引来郑、洛两地网友
关注，还引起了国内一些网友的注意。

南通妈妈群的爱心接力
“宝宝的事情是今天早上在一个常去

的妈妈群里看到的。”南通网友“ntcalmer”
加入晚报QQ群后，立即询问给王晨晨捐
款的账号。

“ntcalmer”说，她从事文字工作，孩子
3岁，她一早在当地一个妈妈群内看到了
这则新闻。很多当地网友关注小晨晨的
救治，她们“到处发链接，希望看到的人里
能多几个出手相助的”。

“ntcalmer”详细了解王晨晨的情况
后，下午 4 点多通过支付宝转账将 400 元
打入了帮助王晨晨的账号。

对她的这一义举，晚报 QQ 群内的网
友立即发送大量心形标志，对她表示称赞
和支持，也表达要把这场爱心接力进行下
去。

网友“天空灿烂”询问汇款方式、治疗
大概需要多少钱。

这样的网友不断出现，他们希望多了
解小晨晨的病情，为他们一家提供力所能
及的帮助。

下午 6 点多，网名“圆~”的网友，将
200元打入李方方的账户后，头像立即显
示为不在线的状态。

志愿者要发动身边市民捐助
志愿者的行动也在继续，“henanleike”

“耕夫”先后加入QQ群，向李方方介绍了
一些救助基金，还向他推荐了几家医院。

志愿者“江南”和“晨冰”的行动也没
有停止，昨天下午“江南”再次来到省人民
医院，他给小晨晨带来不少好吃的。

郑州网友“你们的清哥”则表示，他要
把王晨晨的情况告诉附近商户，发动大家
每人都捐一点钱，帮这一家人渡过难关。

如果你愿意帮助“90后妈妈”李方方，
请拨打本报新闻热线96678或67659999。

李方方银行账号
6210984930004448707，开户行中国邮

政储蓄银行有限责任公司宜阳县人民北
路支行。

78007800多名义工就在我们身边多名义工就在我们身边
温暖着这座城市
他们的故事很平凡，让人感动

“90后妈妈”
网络求助

掀起爱心接力行动
南通妈妈群转发这条新闻
网友“圆~”打来200元钱
头像立即显示“不在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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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只蝴蝶扇动了翅膀
昨日 8 点 30 分，陈骋一到办公

室，就打开电脑登录QQ。
他是郑州绿城社工服务站的站

长，聊QQ也是他的一项重要工作。
他掌控着20个QQ群。
QQ群里的小头像不断跳动，他

解答问题、布置工作：
“哈利波特”：爱心课堂义教招

募结束了吗？现在报名还来得及
吗？

“蝴蝶”：晚报报道的那个珠珠
情况怎么样？她如果喜欢画画我可
以教她。

“胡辣汤”：加入绿城社工的考
试成绩何时公布？

陈骋逐一回答。
与 QQ 相链接，社工网站、新浪

微博、飞信群呼、论坛、贴吧构成陈
骋社工服务的 6 大运作平台。他的
手机飞信群呼，3分钟之内可以同时
给600多个志愿者发布信息。

他是一名80后，全国第一批“社
会工作师”，是“职业社工”。

2004 年，陈骋从武汉大学法学
院社会学系社会工作专业毕业，来
到南阳新村街道办事处工作。

2005 年 7 月 20 日，郑州市绿城
社工服务站成立，郑州成为继上海
之后国内第二个拥有专业社工机构
的城市。

陈骋带领志愿者，实施“社工+
义工”联动的模式，为社区单亲、残
疾、特困家庭子女，农村留守儿童，
空巢老人，残疾人等弱势群体提供
服务。

2008 年 2 月 21 日，南阳新村街
道办依托绿城社工服务站成立全省
首个社工科……

“亚马逊流域的一只蝴蝶扇动
翅膀，会掀起密西西比河流域的一
场风暴。”这是著名的“蝴蝶效应”。

陈骋就像那只蝴蝶，在上级领
导的支持和自己的努力下，爱心群
体不断扩大。

从一个人，到两个人、十几个
人，再到几百人……目前，绿城义工
注册人数已达 7800 余人，直接受益
对象万余人。

说来容易，6年来的发展绝不是
一帆风顺的，但陈骋从来不说那些
艰难过往。

他只向前看。
我们想让他讲点他自己的故

事。
他笑笑说：让社工们自己讲吧，

他们才是有故事的人。

这个集体中，有许多“父女义工”“母女义工”。
义工韩丹11岁的女儿李吾真，钢琴10级，葫芦丝10级。
今年暑假，李吾真在服务站的“暑期爱心课堂”开设免费葫芦丝培训班，有50多

人来学习。每次，韩丹都带着女儿坐公交车来授课，风雨无阻。
双胞胎姐妹李龙歌、李龙唱跟着妈妈侯晓红来到爱心课堂，她们与同龄的来自

单亲、特困、低保、残疾、外来务工等家庭的孩子们一起学习。
她们还和妈妈一起，在农业路与南阳路交叉口交通执勤，被网友看到拍下照片

后发到论坛上，网友称她们为“省会绿城最美丽的双胞胎姐妹”。
…… ……

社工的故事很精彩，但爱心不应该仅限绿城。
在社区成立服务站只是陈骋远大目标的一小部分，他的目标是：用2到3年时

间，在全省建立起网络化的社工联络站。
“我们现在正实施‘中原社工志愿服务圈’战略，目前在郑州建立了28家绿城社工联络

站，明年11月之前再增加30到50家联络站，然后再向全省其他地市推广。”陈骋自信地说。

李庆华，65岁，满头白发，清瘦，健谈。
1999 年，李庆华下岗，赋闲在家，一个人总觉

得心里空落落的，不踏实。他所在的社区和热情的
志愿者给了他很多的帮助，他有了低保，觉得不能
老无所为。

2008 年，他无意中了解到绿城社工，“当时有
个培训班，我就报了名”。

培训班的老师，就是陈骋。
李庆华学了很多东西，从“受助者”变成了“助

人者”。2010 年，通过刻苦学习，他考到助理社工
师证。

每个月他都会去书店，与心理学相关的书，是
他的最爱。

“每次心理辅导小朋友，我都蹲在那里和孩子

沟通，因为站着是对他们的不尊重。”
“我的电话是公开的，每个月都会对两到三个

青少年作义务心理辅导，3年多了。”
李庆华成为孩子们喜爱的“知心爷爷”。
他帮助过一名小朋友张子豪，父母是外来务工人

员，家境贫寒。孩子不愿跟陌生人打交道。李庆华的
一次次沟通，让这个孩子慢慢走出封闭的环境。

今年除夕夜，地震灾区的小朋友来郑州过年，
张子豪主动邀请灾区的孩子到家里吃饭，让李庆华
既惊讶又感动。

由于家里不是很宽裕，李庆华和张子豪的父母
商量后，在许多人好心人的帮助下，一起为灾区的
孩子包了饺子。吃饭时欢声笑语，歌声不断，张子
豪的脸上充满了自豪。

高景玲，学过理发，从来没开过店。自从 2007
年 6 月份加入了绿城社工，她的技术就派上了用
场，她自备工具，给留守儿童，给敬老院的老人，给
工地上的农民工理发……

有个孩子特别让她牵挂。
家住西彩小区的袁小虎，脑瘫导致面部僵硬，

行动不便，住在一间临街的露天铁皮房里。
第一次来到袁小虎的住处，是 2007 年暑天三

伏。推开门，屋子里臭味儿熏天。17岁的袁小虎的
目光很不友好。

高景玲和义工们为他擦洗身子，换洗衣服，更
换被褥。

从那天起，高景玲每个月都要去看看小虎，买
点吃的，陪他聊聊天。

有时候她去不了，叮嘱一个开出租车的朋友，
开车经过袁小虎住处附近时帮她过去看一看，问问
小虎有没有什么需要帮助的。

天冷了，她想到的是，小虎会不会被冻着？
小虎爱看书，她和社工们经常给他送书。小虎

爱学数学，她也找来大学生志愿者辅导。
天气好的时候，她会和义工们推着小虎出去转

转。
有一天，小虎悄悄对高景玲说：“我想写本书，把

对我好的好心人都记下来，高阿姨，你是第一个！”

□晚报记者 张翼飞 见习记者 何涛 文/图

普普通通郑州人

做义工：全家总动员

这就是李庆华老人。这就是李庆华老人。

“省会绿城最美丽的双胞胎姐妹”。“省会绿城最美丽的双胞胎姐妹”。

天冷首先想到了别人的孩子

从受助对象到“知心爷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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