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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4日上午，蚌埠市城区二十

多位年近七旬的奶奶们，带着饺子馅

和面皮，来到长青乡敬老院，和五保

老人一同吃饺子。据了解，这个“爱

心奶奶团”共有70多位老人，平均年

龄六十多岁。四年来，她们约定每人

每月捐出十元钱，奉献一份爱心，坚

持将微慈善进行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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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日“状元郎”投笔从戎
武大“准博士”欲穿绿军装

星报讯（邦杰 曹燊 记者 李皖婷） 一

个重点大学的“准博士”，为何放弃高薪和读

博的机会，毅然选择了当兵报国？“军营是青

春最壮丽的舞台，是热血男儿放飞梦想的疆

场。”日前，武汉大学生物学基地班毕业生汪

进来到定远县征兵体检站，用自己的行动进

行了诠释。

2005年中考时，汪进以定远县第一名的

成绩考入定远中学。2008年高考时，汪进以

总分全县第十名的成绩考入武汉大学生物学

基地班。今年6月毕业时，摆在汪进面前有

两条路：一条是武汉高新开发区科研所向他

抛出橄榄枝，一条是学校里保送硕博连读5

年。汪进没有选择这两条“光明之路”，而是

毅然回到家乡报名参军。

对于儿子的选择，汪进的父母表示尊重，

他们明白一个简单的道理：有国才有家。汪

进的母亲汪传萍是一个腿脚残疾的农村妇

女，虽然文化程度不高，但从小教育汪进做人

要自强自立。汪进自懂事起就体会到父母的

艰辛，时常帮助母亲洗衣做饭，在完成学习的

同时干一些力所能及的家务活。

“我一直这样理解感恩的话：一个人要常

怀感恩之心，从小的方面来说，是对于家庭，

孝敬父母，回馈父母的养育之情；从大的方面

来说，对于参军卫国，就是热血青年把本领运

用到军队和国防现代化建设中。”汪进说。

近年来，定远采取“1+3”安置模式，不断

加大大学生退役士兵安置力度，今年又把现

役士兵优待金提高到6500元，进一步推动了

大学生参军报国的热情。在汪进的影响下，

目前该县有16名高校毕业生踊跃报名应征。

“爱心奶奶团” 月月微慈善
70多位老人，平均年龄60多岁，每人每月捐出10元，已坚持4年

记者了解到，事实上，“爱心奶奶团”中的

大多数人生活并不富裕，很多人甚至还要摆

地摊贴补家用。“我以前看过一本书，上面说

慈善不分大小，都是在奉献爱心，重在参与。”

孙守珍称，当初大家本意是引导更多人行善，

让下一代懂得关爱他人，没想到爱心如滚雪

球般越聚越多，队伍一天天壮大，大家也从慈

善中体会到助人为乐的幸福感和自豪感。

让下一代懂得关爱

2008年，孙守珍先是向老邻居、老姐妹

发出倡议，呼吁每人每月拿出一小笔钱做善

款。倡议很快得到大家响应，团队一天天壮

大起来，从2008年成立之初的4个人，发展

到今天的70多人。

在他们当中，大多数是60岁以上的退休

老人。随着“爱心奶奶”知名度的提高，周围

人都亲切地称呼她们为“爱心奶奶团”。考虑

到奶奶们的经济能力，孙守珍提议每人每月

捐出十元。

几年来，这些善款曾被捐给地震灾区，曾

帮助过社区的孤寡老人，曾让福利院的儿童

穿上过冬的新棉衣，也曾令重病的孩子感受

到人间真情。

从一个人到一群人

做慈善是一种享受
当日下午是这群爱心奶奶约定

学习的时间，每周三和周日的下午，

她们尽可能聚在一起，学习交流做

慈善的心得体会。

下午3时许，记者来到纬四街道

秀水社区的农贸市场附近，在一间门

面房里，已有30多位奶奶早早来了，

她们在交流上午到长青乡敬老院包

饺子的感受。“今天我们花的钱不多，

但却给这些孤寡老人带去了快乐。”

孙守珍奶奶说。

今年72岁的孙守珍是“爱心奶奶

团”的团长，做过服装生意。2005年

起，她开始关注身边的困难家庭，用

自己的积蓄买油买米看望慰问。“几

年下来，我在帮助别人的同时，自己

的晚年生活也因此很快乐，做慈善是

一种享受。”孙守珍说。

“爱心奶奶团”来到敬老院包饺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