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心向公益，总有同行者。多年坚持记录
爱心足迹，我们不仅留住了光阴里的那些爱与
温暖，更唤来了一大批公益同行者。时间从一
期期的报纸间流淌而过，在公益这条路上，与
我们一起并肩而行的人越来越多，大家奔向
的是一份共同的幸福守望。

一篇报道，唤来众人助力。2021年7月
14日，我们刊登了题为《自立自强，努力撑
起这个家》的报道，讲述了困难学子陆可俊
一边刻苦学习、一边陪同患癌父亲接受治疗
的故事。见报当天，他父亲的老同事们来
了、社区的67名邻居来了、他母校的学长学
姐来了、更多的社会爱心人士也来了……一
天的时间，不仅达成了结对助学，解决了学
费问题，大家还自筹了1.7万多元的爱心款，
送到了陆可俊的母亲手中，给予了他们一家
支持和鼓励。

这样爱心奔涌而来的情况，我们每年都

在经历，千余字的报道不长，但凝结起来的
爱心总是那么强劲有力。

一种尝试，让爱人人可为。“幸福的味
道——爱心年夜饭”公益行动中，最让低收
入家庭期待的，就是吃一顿热闹的年夜
饭。2020年一场疫情突如其来，“爱心年夜
饭”能否继续？疫情之下，如何兼顾关怀与
安全？疫情最终没能阻挡爱的脚步，我们
策划出新方案——在线众筹爱心年货礼
包，分头送到低收入群众家里去。呼吁认
购礼包的报道推出后，市民朋友纷纷在线
助力，平湖聚龙汇餐饮有限公司更是作出
了“托底”的承诺——原来这份暖心，经得
起任何模式的考验。让我们原本忐忑的
心，变得坚定。

少则几十元、多则几千元，从那以后，
“众筹”成为“爱心年夜饭”公益行动的固定
筹款方式，后来又运用到了“益起来助学”

记者行动中。“爱心不分大小、点滴荧光也能
照亮他人”的理念，让助困助学变得人人可
为。

一次参与，再也无法离开。2022年市
台商联谊会认领了100个年货礼包、2023年
市工商联认领100个年货礼包、2023年我市
的老字号“米鑫米”糕团店捐赠200盒尺糕、
2024年浙江省卫星能源有限公司捐赠爱心
款 2万元……每年参与“爱心年夜饭”公益
行动的爱心企业都有二三十家，爱心个人的
群体更大。

每年的爱心名单中，我们总能看到一些
“老朋友”，比如市农产品展销配送有限公司
和嘉兴市建新工程造价咨询事务所有限公
司平湖新成分公司。两家公司分别于 2022
年、2023年开始参与“爱心年夜饭”公益行
动，自此每年的行动都有他们的身影，而不
间断地参与助力是他们对行动的承诺，也是

一份爱心的坚守。“参与了一次，就再也无法
离开了，因为有人需要，这种坚持便值得。”
新成分公司负责人周春玲说。

不停“出新”，队伍还在壮大。当公益
行动坚守成了品牌，会带来什么？我们用
实践得出了结论，就是扶危助困的队伍会
不断壮大、爱心集结的方式会不断“出新”，
公益会变得有益且有趣。从 2 个高中生

“合资”认领年货礼包，到几个小伙伴“合
伙”结对助学，再到 20个素不相识的人“拼
团”为双胞胎兄弟筹学费……通过爱与信
任这根纽带，不同年龄、不同职业，甚至是
互不相识的人们，都可心手相连，一道奔
赴。

回望过去，暖意融融。感谢所有与我们
“益”路同行的力量。我们相信，有你们的支
持与参与，我们“新闻+公益”的道路会越走
越宽，越走越远。

大道不孤，众心向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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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光荏苒，岁月如梭。这个8月，迎来了平
湖恢复办报三十周年。在历史的长河里，三十
年转瞬即逝，但只要走过，必留下痕迹，比如

“益”路同行的点点滴滴。三十年来，我们铁肩
担道义，不断做强“新闻+公益”，成为用新闻凝
聚大爱的倡议者，成为社会向上向善的推动
者。

三十年里，从这份报纸传递出的温暖绵延
不绝。我们不断奔赴挖掘、不断采写讲述、不
断呼吁推动，用新闻聚力，帮身处困境者发声，
点燃希望。从零星行动到做强品牌，大爱和公
益成为本报一抹最温暖的底色。

新闻有爱新闻有爱 ““益益””路同行路同行
■■记者记者 钱澄蓉钱澄蓉

新闻为民，是我们不变的初心。记得那
是1999年，为推动50年一遇标准海塘建设，
我们积极发声，以系列报道关注、推动海塘
建设资金募捐行动，从机关企业职工，到工
人农民、个体工商户，再到学校师生等纷纷
慷慨解囊，参与到这场“建设标准海塘，保家
乡平安”的行动中。自此，我们就与公益结
下了不解之缘，在新闻路上洒下爱与希望。

发起爱心行动。2011年3月起，本报每
期推出《综合·民生》版面，相比过去，民生新
闻的占比大幅提升，于是我们更多聚焦民生
冷暖，让大众有了了解弱势群体并可以为其
伸出援手的强有力渠道。2012年夏季，我
们开始推出夏令“清凉圆梦”活动，关爱高温
下的快递小哥、消防员、环卫工人、司机等户
外工作者，为他们送去一夏清凉。

随后，我们依照“清凉圆梦”活动模式，

连续多年在 6月前后，推出“六一圆梦”行
动，从困难学生到新居民子女，再到与父母
分离的“小候鸟”，我们用一份份礼物、一场
场活动、一次次圆梦体验，让他们感受到来
自社会的关怀。

关注特殊群体。新闻可以为公益“增
力”，公益也可以让新闻“增重”。在新闻中
穿插公益这抹“暖色”，让报纸变得有温度、
有分量，是我们努力的方向。我市女孩郑崧
芳在父亲意外去世后，生活困苦，幸而由父
亲的 35个战友照顾长大，2020年她的故事
被各大媒体争相报道。作为本地媒体，在深
度挖掘这一新闻的同时，我们还关注到了女孩
的生活现状，通过报道及时为其筹集了一笔助
学金，让其感受到了实实在在的媒体关怀。

公益源于新闻，新闻也从公益行动中挖
掘。在2023年“幸福的味道——爱心年货”

公益活动中，记者遇到了17岁的残疾青年小
哲，他爷爷最大的心愿是希望小哲能参加工
作，自食其力。对接绿色通道，快速办理低
保；多方了解，寻找工作机会；陪同面试，为小
哲鼓劲；实地走访，了解工作环境……通过一
年的跟踪记录，记者为小哲争取好政策和就
业机会，而通过一篇篇报道，让更多人看到，
残疾青年和家属们努力生活的积极姿态。

打造公益品牌。在我们推出的诸多公
益行动中，影响最为广泛的是“益起来助学”
和“爱心年夜饭”公益行动，它们也作为品牌
行动，持续至今。

爱的开始，让我们至今记忆深刻。2016
年冬天，我们新闻热线接到了一个特殊的电
话，一位行动不便的独居阿婆，想要在过年
的时候吃上一块尺糕。那年，记者给阿婆村
里的几位独居老人都送上了圆团和尺糕。而

这件事也引发了更多思考，今后他们是否还
会被关心关注？于是，我们开始通过送年货、
吃团圆饭、看村晚等形式，坚持每年在岁末年
初为困难家庭送温暖，后来我们将这项公益
行动命名为“幸福的味道——爱心年夜饭”。
9年间，该行动的直接受益家庭超过两千个。

2018年夏季，是另一场爱心行动的起
点。那年，一位焦急的高三班主任打入热
线，他希望有爱心人士为班里一对品学兼优
的孩子资助大学学费。随着报道推出，热线
接连响起，有人想要助学、有人也想求助。
于是，“益起来助学”记者行动就此起步。每
到暑假，记者就会来到困难学子家中，用文
字记录他们生活的困苦和求学的刻苦。截
至 2023年底，我们共帮助了 60多位品学兼
优的准大学生，行动先后募集到了120多万
元助学款。

情之所起，点滴皆暖

一路走来，我们“新闻+公益”的脚步从
未停下。我们的公益行动，曾遇到诸多困
难，但一一越过去后，就是满满收获。

接到了喜报。2018年“益起来助学”记
者行动启动的第一站，来到的是家住当湖街
道的李斌强、李斌磊兄弟俩家中，面对重庆
医科大学和浙江大学两张重点大学录取通
知书，这个家庭犯难了。随着采访与报道，
爱心市民陆佩芬和市第一人民医院向他们
伸出了援手。

本科毕业后，兄弟俩又分别被山东大
学和浙江大学研究生录取，入学那天，他们
向曾帮助过他们的人郑重致谢。接到李斌
磊电话的那天，陆佩芬湿了眼眶，她感叹：

“这就是一次助飞，如今他们终于翱翔天空

了。”
收获了信任。2023年 7月 19日，89岁

的老读者任纪贤打入热线，希望记者到其
所在的老年公寓跑一趟。只是经过一番简
单交谈，他居然就向记者递来一个信封，里
面装着一万元现金。“捐给助学栏目，你们
决定如何使用，我信得过。”对于钱的去向，
老人仅说了这么一句。记者事后得知，任
老关注助学行动多年，通过报道见证了一
次次爱心汇集，他也想为这件好事添一份
力。

持续不断的公益行动，无形中提升了一
份报纸、一个媒体在读者心目中的公信力和
感召力，而这种信任与加入，又鼓励着我们
继续前行，循环往复。因此，前行的路，我们

越走越坚定。
迎来了回响。我们接到最让人欣慰的

一笔助学捐款是来自网友“向左向右”。对
方多次致电热线，询问能否分月支付助学
款，原因是他刚刚参加工作，收入不高。既
然收入不高，为何还要捐赠？在记者追问
下，他才说出，自己曾是助学行动的受益人，
如今他想回报这份爱。

本人不肯透露姓名，在历年受助名单
中，也无法比对出他的身份，记者很是苦
恼。但那天的值班主任却说：“他来了，就够
了。”最终接受他以网友的身份进行捐赠。
的确，他来了，我们种下的爱的种子，就发芽
了，这就是最好的回响。

听到了承诺。“将来有能力了，我会回

来帮助有需要的学弟学妹们。”在 2022年
困难学子探访中，因为这句话，记者记住
了这个名叫华春凤的孩子。那天，她穿着
洗得发白的格子连衣裙，性格很腼腆，采
访全程一问一答，没有太多的话。而在记
者打算起身告别时，她突然说了这样一句
话，听得出那一刻她鼓起了全部的勇气。

“不急，我们等你。”这是当时记者给她的
回答。

在后来几年的探访中，这样的声音更多
了。“今后我也会学着帮助别人”“毕业后，我
也能成为助学者”“不会忘记这份帮助，我也
会努力回馈社会”……每一个小承诺，都将
是一个爱的盲盒，无论多久，我们都在这里，
等待温暖开启。

脚步不停，爱有回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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