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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几天，付士生在媒体上
留意到，不少小区的楼道内和
楼下，都堆积着常年不用的旧
家具，住户们想处理旧家具却
不知该怎么办。

由于旧家具卖不了多少
钱，收家具的商家们也往往不
愿爬楼抬下来，于是旧家具就
成为了一个大难题。而与此同
时，付士生发现，一些家庭困难

的人需要旧家具，却苦于没有
渠道。于是他便想搭一座桥
梁，自己掏劳务费，让工人们把
旧家具抬下楼，然后送给需要
家具的人们。虽然是自己掏腰
包，但是成功了几次之后，让他
很有成就感，觉得自己为社会
作出了一点贡献，觉得这么做
是值得的。可是新的问题来
了，因为自己没有一个大的场

所存放这些旧家具。所以，他
希望有人可以提供大一些的地
存放旧家具，以便送给需要这
些家具的人们。

诸如捐款、捡钱包还给失
主、送职工去医院这样的好
事，对付士生来说更是再平
常不过了。他说起这些事来
总是用一种理所应当的语
气。当问他做这些好事是为

了什么时，他自己也说不上
来。用他自己的话说，这些都
是应该做的。

（记者 杨晓斐）

为残障职工谋福利，帮助生活困难的人

付士生：这些都是应该做的
今年53岁的付士生三十年来，一直都在帮助福利厂的残障职工们谋福利。福利厂停产以后，他又带

领着同事办起了搬家公司。在这30年里，他无论在原先的厂里，还是现在公司的同事们都办了不少好
事，还义务帮助生活困难的人。对他来说，这一切都是稀松平常的事。

1984年，付士生调到枣庄
市民政局社会福利厂。当时厂
里有120多名职工，其中七八十
人是残疾人。

他说，那时候大家都还年
轻，厂里不乏智障青年和聋哑
人，在厂里生产些手套、服装等

用品。一直到1994年福利厂停
产，付士生随后成立了民政搬
家公司，让这些残疾人继续留
在公司里工作。2000年，搬家
公司成了付士生个人的公司，
他又召集了不少社会上的待业
青年，一起工作。他笑着说：

“别看我是老板，其实收入和工
人们几乎是一样的。

由于很多员工都是残疾
人，日常生活很不方便，所以，
我常常在忙的时候和大家一起
干。我经常给职工以及职工的
子女们介绍对象，在他们的婚

礼现场帮忙上台主持。”现在，
付士生和员工们都到了退休的
年龄，他又很尽心地帮助老职
工们跑各个单位办理退休手
续。说到这些帮助，付士生笑着
说：“这些都是举手之劳，都太
平常了，不足以提起。”

成立了搬家公司帮助残疾人

付士生不仅帮助公司的职
工们，在1997年，他还曾经当过

“代理妈妈”，帮助了9岁的农村
女孩李莹莹。他说，自己没有
女儿，听说李莹莹和自己的儿
子差不多大，她父亲去世，母亲

改嫁，跟着奶奶生活得非常艰
苦，便把她当做女儿一样对
待。

从小学到大专，付士生一
直负责着李莹莹的学费，成了
她的“代理妈妈”。其实在当

时，付士生经营的搬家公司生
意也不是太好，一个月的工
资只有二三百元，几乎没有
存款。“我当时看到这个女孩
实在太可怜了，发自内心地
想帮她，同时也想通过帮助

她来给儿子树立一个好的榜
样，也是一种促进。”付士生
说。现在，李莹莹在临沂市
工作，和付士生还经常联系，
亲切地称他为“爸爸”。

做“代理妈妈”帮助贫困家庭孩子

收购旧家具送给需要的人
“我们全家都要好好感谢房师傅，如果不

是他的热心帮助，我想我们老两口真不知道
该怎么办才好。”周玉芳一边说着感谢的
话，一边流下了激动地泪水。据了解，
周玉芳是山亭区山城街办库山头村人，
她和老伴一起乘坐 B3 线时老伴突然晕倒
了，当时在周围乘客和司机房增峰师傅
的帮助下，老伴逐渐好转。在周玉芳的
道谢声中本以为事情就这样结束了，谁
知道下车后她突然发现手机和钱包落在公
交车上了，在站台工作人员的帮助下，联系
上了刚刚帮助过她的房增峰师傅，顺利拿到
了丢失的钱包和手机。

“我当时完全吓坏了，因为老伴从来没
出现过这种情况，我对此也没有任何的经
验，整个人完全懵了，只是不停地喊着老伴
的名字。”周玉芳回忆道。当时老两口是从
山亭乘坐B3 线，想前往枣庄火车站乘坐
火车去淄博。然而在到达陶庄路段时，
周玉芳的老伴突然晕倒。看到这种情况
周围乘客纷纷上前查看询问，热心的乘
客们有的提供纯净水，有的提供湿巾，
司机师傅房增峰听到动静后停车前来查
看，并递上塑料袋给老人使用。在大家
的共同帮助下，老人终于恢复了意识。在
到达终点站时，房增峰师傅还不放心，帮助
老两口把行李拿下车，并嘱咐他们要先休息
一会再继续乘车赶路。

对于周玉芳老两口来说，这些热心人的
帮助已经是非常难得了，没想到事情又出现
了新的状况。“在等B1线的时候，我突然发
现刚才因为着急照顾老伴，把装钱的包和手
机落在了车上。”周玉芳表示，虽然钱包里
只有几百块钱，但手机上有儿子的电话号
码，丢了这些他们既无法买车票又无法联系
到儿子。正在一筹莫展之际，BRT站台的工
作人员过来询问：“你们是坐B3线晕车的乘
客吗？刚才司机师傅打电话来，说你们的钱
包和手机落在了车上，让你们稍等，他马上
让下一班车给捎过来。”过了一会，下一班
车的师傅就帮他们把包和手机捎过来了。接
过钱包和手机的时候，老两口非常激动，短
短几十分钟内受到两次热心的帮助，感激之
情无以言表。

“虽然丢失的东西不贵重，但对我们非
常重要，真心感谢这位司机师傅。”周玉芳在
四处打听之后，才知道这位热心的司机师傅
名字叫房增峰。“他助人为乐和拾金不昧的高
尚品德深深感动着我们，我们感谢他的善行
义举！同时也在此感谢所有帮忙的好心人，
谢谢你们了！”周玉芳说。 （记者 寇光）

老人车上晕倒得救助
司机几经周折还物品

有这样一群人，他们长在
善国，长在墨乡；他们热心公
益，关注慈善，崇尚军人奉献
精神，向往军旅火热的生活，
使他们结缘在一起，双拥的军
旅情结让他们行动起来！他们
就是在善国大地被誉为“一群
不穿军装的战士”——滕州市
双拥公益联盟的志愿者们！

成立于 2011年 7月的双拥
公益联盟，联盟志愿者由社会
各界爱心人士组成，目前成员
已发展到 328名。他们中有公
务员、教师、医护人员、企业
家、个体工商户还有一些在校
的学生。

说起双拥公益联盟，就不

得不说会长孟天祥。孟天祥是
一位年轻的企业家，虽说年
轻，但他沉稳大气。从小就梦
想当一名解放军的孟天祥，因
为身体原因，没能实现这一梦
想。2011年，当他听说滕州市
要成立一个民间性质的双拥
组织时，他积极参与，最终
成功创办“滕州双拥公益联
盟志愿者”组织并担任会
长。联盟成立 3 年来，他一
心扑在双拥活动和公益事业
中，策划活动，拟定方案，协
调部队，联系企业，确定受助
对象，开展拥军优属以及各种
联欢活动等，在他的积极努力
下，双拥公益联盟逐步发展、

壮大起来。
崔萃，是一家广告公司的

经理人，年轻漂亮，热情大
方，加入双拥联盟后，很快成
为了活动召集人，负责发布通
知、统计人员，一些繁杂事务
处理的井井有条，同时还担当
各场双拥晚会的主持人；作为
一家KTV会所的负责人，志愿
者孙利东则是公益联盟活动的
策划者，联系、协调、组织行
动，提供会议场地和交通工具
从不计报酬。虽然事务繁杂，
但她始终无怨无悔。还有其他
志愿者，数年来为各种各类活
动提供经费物资支持，累计已
达数万元。

据统计，3年来，志愿者
的付出换来了部队官兵的欢声
笑语，换来了军属烈属的交口
称赞，换来了受助群众幸福
的眼泪，也换来了志愿者们
奉献的甘甜。枣庄武警支队
二大队官兵更是把他们当做
贴心人，结对、交友、心连
心；救火英雄刘洪坤烈士的
父亲称赞他们是一群不穿军装
的好战士；荣军院97岁的抗日
老英雄冯玉荣表扬他们是知感
恩尽孝道的好孩子；粮峪山区
贫困群众夸奖他们是雪中送炭
的好心人。

（记者 焦兴田 特约记者
邵长富）

“缘”结公益 情定“双拥”

一群不穿军装的“战士”诠释爱
连日来，来自山东科技大学、天津师范大

学、哈尔滨理工大学、青岛农业大学、烟台南
山学院等学校的13名大学生志愿者，来到滕
州市界河镇后枣小学开展为期 20天的义务
支教活动。

大学生们带领孩子们一起参加《反向指
令》、《背球接力赛》、《心有灵犀》等游戏，孩子
们玩的十分尽兴。支教队的负责人王潇战
说：“我们这次支教主要针对的是留守儿童，
因为留守儿童最需要的是关心和关爱，虽然
只有20天的义务支教，我们会尽最大的努力
去给他们关心和呵护，陪他们度过一个欢乐
的暑假。”

（特约记者 赵怀朴）

近日，在市中区各个路口的交警岗亭旁，都能看到一处便民服务台。一位市民骑自行车行至文化路时突然车胎没气了，
“炎热的夏季在路上找个修车摊真是难，正好路过便民服务台，有了这个，真是方便。”该市民边打气边称赞。（记者 王萍 摄）

服务台方便市民

留守儿童
过一个欢乐暑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