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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梦·许愿瓶——中行微心愿点亮计划”启航，100个愿望先“放流”于中行青年志愿者；读者认领渠道同步启动

2012年5月3日，体弱辍学的地贫男孩阿文，

通过新快报“许愿瓶行动”，说出深藏于心的梦想，

“好想要一台能用的电脑！我能在电脑里学东西，交

朋友，无聊的时候还可以打游戏。”16岁的他红着脸

说，这样的要求可能“很过分”，“旧的就行，新的好贵

啊！”

阿文是新快报“许愿瓶行动”的首位受助者，他

的心愿，经新快报天天公益平台播报，很快得偿。

时空经纬，如白驹过隙。自2012年首发至今，新

快报“许愿瓶行动”已帮助300多个孩子,美梦成真。

“谢谢帮我的叔叔，我一定好好治病，好好学习！”阿文

常说，一台电脑，一份温暖，让他拥有自信和力量。

回想300多张纯洁稚嫩的笑颜，虽流经岁月，仍

清晰可见。

5月8日，第29个“世界地贫日”，“许愿瓶行动”

守善如初，再次启动。今年参与活动的“小瓶主”，包

括地贫患儿、留守儿童、城市困境孩子和重症贫童，

在中国银行广东省分行的支持下，我们征集了100
个愿望，先期“放流”中行青年志愿者，冀以青春之火

点燃困境儿童梦想的方式，献礼建团百年。

本次活动同步启动读者认领渠道，期待这些“许

愿瓶”,能够被暖流回环,驶入您的视界。

百梦待圆。今日起，新快报天天公益将持续刊

登40位“瓶主”的心愿故事，其他孩子的小愿望，将

在新快网天天公益频道持续更新并接受读者一对一

认领，认领热线18665089067。
感恩有您，与我们一道守望孩子。

“许愿瓶行动”又来了 百名“小瓶主”的心愿，期待您的认领

“经常输血的人，体质特别怕热。”夏

天到了，儿子阿卓“苦夏”的问题，又在困

扰妈妈黄伙娣。接过“许愿瓶”，阿卓满怀

期待，“想有一台空调扇，过个清凉夏日。”

阿卓原籍广西，家里还有一个哥

哥。2003年，阿卓1岁的时候，因为严重

贫血去就诊，结果确诊重型地中海贫

血。为了输血有保障，父母带着他从老

家移居到广州，定期输血，从此贯穿阿卓

的成长。

妈妈和其他病友交流的时候，发现常

常输血的人，有一些相似的“体质”——怕

热。“儿子从小到大都怕热，冬天也不用盖

棉被睡觉，夏天就更难过了。”眼看邻居们

的生活日益提质，大都装上了空调，但靠

打工维持生活的黄伙娣夫妇，根本不敢奢

望买空调，“我们一家，年年都靠吹风扇度

夏，儿子也熬得很辛苦。空调太贵了，我

们只希望有一台比风扇更能降温的空调

扇，让儿子过得舒服些。”

阿卓身体弱，20 岁了仍在家待业，

性格相对腼腆。空调扇虽然是此刻最迫

切的愿望，但妈妈更希望儿子能获得一

些就业的机会。“儿子能力不差，如果有

机会找一份在家办公的工作，我们就轻

松了！”

“想有一台空调扇，
过个清凉夏日” 许愿瓶 号2

“我能代儿子许个
愿望吗？”

南沙区初二学生罗世鹏很怕上网

课，“一上网课，我就怕手机爆炸！”他瞪

大眼睛说，摸着越来越烫的手机，他坦言

“每节课都胆战心惊”。鹏妈告诉新快报

记者，手机是世鹏爸爸生前用过的，“机

龄”已经5年。

妈妈记得，4月22日，世鹏刚上完上

午的课，手机就突然黑屏自动关机，再也

打不开了。“手机坏了，叫我以后怎样上网

课啊？”世鹏急得落泪，幸好当天，广州宣

布复课，很快恢复线下学习。

“现在是时刻准备着上网课，还是需

要一部手机。”世鹏想让妈妈给他买台新

手机，可是，妈妈表示无能为力。“世鹏每

个月要花钱打排铁针，自从孩子爸爸去

世，经济情况更糟，房租要交，排铁药要

买，还有生活各种开销……不敢乱花

钱。”鹏妈说，自己在南沙一家酒店做清

洁工，这两年酒店生意不好，“开源”无

望，只能“节流”。

得到“许愿”机会，母子俩几乎异口

同声，“手机！不要贵，能上网课就行！”

从小学四年级开始，陈蔚妍就没再去过学校

了，如今她已经18岁。在长达8年的时光里，除了

去医院，大部分时间她“窝”在家里。“我是地贫患

者，当时身体很弱，医生不建议我再读书。”蔚妍

说，长期“蜗居”，她最大的快乐是能帮爸妈干家

务，不要他们忙里忙外太劳累。

在蔚妍的记忆里，自记事以来，她每隔一段时

间就要去医院输血，否则就会像被魔法抽走了力

气一样，走路都抬不起脚。“妈妈是珠宝店的销售，

爸爸要经常带我去输血、治病，只能打一些散工，

家里还有两个妹妹。”蔚妍说，家里经济条件一直

不好，但能陪伴两个妹妹一起长大，她很开心。

得到许愿的机会，蔚妍想留给妹妹，“妹妹上

初中了，要打印很多的学习资料，有一台打印机，

能省好多钱！”蔚妍说，希望能尽自己的一切努力

帮助妹妹们好好学习，也圆了自己无法继续上学

的梦想。

许愿瓶 号4
“有一台打印机，能省好多钱”

2021年，梁丽婷和儿子俊轩一起，闯过了人

生迄今最大的难关：骨髓移植手术。

俊轩五岁时确诊地贫，为了救儿子，梁丽婷

听从医生的建议捐出半相合骨髓，成功帮助俊

轩获得新生。“我们是2021年2月出院的，

到目前虽然小问题不断，但整体恢复都很

成功。”梁丽婷回忆说，俊轩确诊时，老二

才刚刚出生，当时的日子很难熬，日日以

泪洗面，幸好，这一切都过去了。

俊轩确诊后，梁丽婷就没法再去工作，家里的

经济收入就靠丈夫一人在工厂里做检测员赚得，每

月也不过5000元左右。为了给俊轩做移植手术，

梁丽婷掏光了家底，还四处借债、在网上筹款，花了

差不多40万元，才终于为儿子赢得新生。“我们这

样的家庭，每一分钱都要花在刀刃上，前段时间俊

轩还因为有感染又去住院，十天就花了2万多元。”

梁丽婷说，尽管波折不断，但能看着孩子好起来，她

心里还是充满了希望。

梁丽婷母子很珍惜“许愿”的机会，他们想要一

辆16英寸的自行车，实现孩子与堂弟并肩“风行”

的愿望，“等他身体恢复，骑骑单车也是锻炼。”梁丽

婷说。

2019年12月，24岁的邹女士怀孕才

7个月，胎儿就“抢闸”出生，早产的小承

熙出生体重只有 3 斤，大家都怕他熬不

过来，没想到他坚强地活了下来。但是，

满月没多久，他又被查出患有重型地中

海贫血，这些坎坷波折，让邹女士夫妇满

怀愧疚。

邹女士下定决心要为孩子做造血干

细胞移植，一举根治地贫。“我们很幸运，

已经配型成功了。承熙今年2岁4个月，

医生说，等再长大一些，就可以手术。”邹

女士是一名初级护师，与丈夫都是初涉

职场，积蓄不多。为了挣得孩子未来的

昂贵治疗费，他们将承熙留在从化老家，

陪伴孩子的时间只能在宝贵的周末。

“承熙常到亲戚小姐姐家玩，特别喜

欢她的点读机，天天跟着学儿歌、念古诗

……”邹女士说，她很想给儿子买一个，

但考虑到治疗要用钱，生活要用钱，还是

忍住了，“很幸运有参加许愿瓶活动的机

会，我想送孩子一台点读机给他做六一

礼物。”

入夏的节奏快了，陈水莲心里发慌。

“家里只有两台风扇，孩子们晚上热得不

行，几个人挤在一起吹风扇。”陈水莲家住

从化区鳌头镇农村，家庭经济条件一向不

好，尤其在二儿子潘烨桦被查出患有重型

地中海贫血后，更是雪上加霜。

烨桦在 2018 年确诊，那一年，他的小

妹妹也刚出生。从那之后，陈水莲一家每

月都要从牙缝里节省出2000多元，给烨桦

输血、排铁，“我在家里种田看孩子，孩子爸

在附近做散工，收入很不稳定。”陈水莲说，

有时候钱不够用，只能四处找亲戚朋友借。

这些年，陈水莲家中一直没有空调，但

能在晚上睡一个凉爽的好觉，是她和孩子

们发自内心的愿望。“听说空调扇降温效果

比普通风扇要好得多，耗电量也比较小，但

一台空调扇少说也要好几百块，我实在舍

不得……”陈水莲怯怯地说，如果能实现这

个愿望，全家人都会好开心。

冼伟英最近很苦恼，15 岁的大女儿

沅蓥就要初中毕业了，家人很想让她继

续读中专，但电话咨询了几个学校，都

因沅蓥患有重型地贫而坦言“无法接

收”。

14 年前，半岁的沅蓥检出患有重型

地贫，医生曾建议冼伟英在合适时机考

虑骨髓移植手术，无奈天意弄人，他们始

终未能如愿。

冼伟英告诉新快报记者，为了给女

儿配型，他和妻子想尽了办法，甚至又陆

续生了三个孩子，但可惜无一匹配成

功。因为有了大女儿的前车之鉴，在生

育后面几个孩子时，夫妻俩做足产检，确

保了孩子的健康。

孩子多，大女儿又需要定期治疗，夫

妻俩都没办法外出打工，只在家里种几

亩薄田艰难度日。“幸好政府给我们办了

低保，除了低保金，输血也不用花多少钱

了，就是吃排铁药还需要一些费用。”冼

伟英说，输足了血的沅蓥和常人无异，也

会在课余帮着父母下地干活，经常汗流

浃背。

“种地又热又累，多想回家就能吹

到凉风。”一听说“许愿”，沅蓥脱口而

出，“想让全家人都能清凉一些，舒服一

点。”她说，看到父母的操劳，心里实在

心疼。

杨亚燕的日子过得匆忙而焦虑。在饭店打工的

她，每天都要等到下午两点休息时，飞跑出去买菜煮

饭，等10岁的儿子宇杰放学后自己加热来吃。

宇杰在2012年确诊重型地贫，此前一家人经济

条件尚可，杨亚燕夫妇也打算拿出多年的积蓄为孩

子做骨髓移植手术。在宇杰四岁多时，终于等来一

份匹配的骨髓，但移植之前，供者身体有恙，手术就

此作罢。

谁也没有想到，这次意外，改变了宇杰一家的命

运。“手术没做成，孩子爸就想先用手里的钱去做投

资，等赚到钱了，以后再做移植就不用去借了。”杨亚

燕说，无奈投资失败，他们还背上了巨债，宇杰想要

移植也成了奢望。现在，宇杰爸找了一份司机的工

作，早出晚归，更是无法照顾到家里，而杨亚燕也要

在饭店打工，他们除了偿还债务，还要保证宇杰每个

月定期的输血和排铁费用。

“家里没有电热水器，每天晚上宇杰都要在我下

班前自己用锅或者电饭煲煮好热水，保证洗澡有热

水。”杨亚燕说，每天一想到宇杰要自己煮热水，她就

提心吊胆，生怕孩子被烫伤，“如果能有一台电热水

器，我就不用担心了。”

3 岁的俊林晚上七点才能等回爸妈

下班。“爸爸妈妈，吃饭饭。”孩子的话让

父母心里泛甜。其实，俊林和爷爷奶奶

已经吃过饭了，但爸妈拖着疲惫的身体，

每天还要点火热剩饭剩菜。

爷爷心疼儿子儿媳，多次提议购买一

台微波炉，方便他们“快餐”。“可是，家里

的经济条件有限，一直都在犹豫。”俊林爸

爸有自己的考虑，“孩子是重型地贫患儿，

每隔二十天要输血，还要定期开排铁药，

开销很大。”更重要的是，他正在考虑给儿

子做移植，切断重型地贫对孩子的折磨。

当下，俊林已经找到合适的骨髓配型，但

要存够移植费和治疗费，缺口仍相当大。

“我是司机，妈妈做家政，每天都拼

命工作存钱，哪有钱买微波炉？”他说，如

果能通过“许愿瓶行动”实现家人的愿

望，那就太好了。

统筹：新快报记者 潘芝珍
采写：新快报记者 严蓉 李斯璐 潘芝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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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篇语

许愿瓶 号3
“一上网课，我就怕
手机爆炸！”

许愿瓶 号5
“等他身体恢复，
骑单车也是锻炼”

许愿瓶 号6
“我想送孩子一台点读机”

许愿瓶 号7
“夏天太热了，
希望有台空调扇”

许愿瓶 号8
“种地又热又累，
多想回家就能吹到凉风”

许愿瓶 号9
“如果家里有电热水器，
就再也不用烧水洗澡了，更安全”

许愿瓶 号53
“有了微波炉，
热饭更方便”

许愿瓶 号1

与阿卓遭遇和体质相似，同样怕

热“苦夏”的“贫友”，还有小伙子阿

锦。“孩子就要放假回家过暑假了，但

所里没有空调，房子闷热不通风，我们

都担心他的身体吃不消。”阿锦正在一

所大专院校读大三，虽然未放假，但妈

妈已经开始为儿子打算。

“我能代儿子许个愿望吗？”年近

六旬的妈妈何笑华说，儿子很乖，从

未因为怕热而对父母提过相关要求，

但作为父母，总希望身体并不壮实的

孩子不用再苦熬，所以，希望添置一

台空调扇。

何妈妈说，浩锦半岁就确诊了地

贫，从小与“血魔”博弈，过程很艰辛，

但在妈妈眼中，他是争气的好孩子。

“我们家是菜农，孩子得了这样的疾

病，家庭经济一直负担很重。但儿子

很争气，从中专一直读到高职，考上

了大专。下个月就毕业了！妈妈不

无自豪地说，毕业后浩锦能获得汽车

修理专业的大专文凭，“如果梦想成

真，这台空调扇，就是浩锦的毕业礼

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