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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风筝姐姐你好，很高兴收到你的
来信，虽然我们未曾谋面，但我从字里行
间可以感受到你的亲切。”“亲爱的风筝姐
姐，下个月我就要高考了，现在课业越来越
紧张，我可能要过一阵子才能给你回信。”
“风筝姐姐你好，收到你的回信我很开心，可以
听一下我最近的烦恼吗？”9月4日，记者来到潍坊
市爱心义工公益服务中心（以下简称潍坊爱心义
工），看到一封封书信被装订成册，笔迹稚嫩而工
整，字里行间隐藏着一颗颗鲜活炽热的童心。
　　据相关负责人介绍，自2006年以来，潍坊爱心
义工已资助2000余名困境儿童完成学业，他们正处
于学龄阶段，但是由于天灾、人祸、疾病等原因，
陷入家庭暂时困难、成长支持和教育缺失、陪伴和
关爱缺位等困境中。随着政府政策的不断完善，困
境儿童的基本生存得到保障，为更好地关注困境儿
童的需求，给予正向支持，潍坊爱心义工从2014年
开始开展“见字如面”书信陪伴志愿服务项目，以
书信的形式动态关注孩子成长，建立常态化的陪伴
关系，使其获得心理和情感上的支持。
　　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困境儿童成为“小风
筝”，而信使志愿者则化身“风筝哥哥”“风筝姐
姐”，用一纸书信与“小风筝”分享喜乐、陪伴成
长。同时，项目组通过来往信件动态关注“小风
筝”面临的问题和需求，帮助其解决生活中面临的
实际问题。纸短情长，志愿者与孩子彼此牵挂、彼
此温暖。
　　至今，潍坊爱心义工与资助孩子已经通信10年
之久，往来信件两万多封，累计帮助2000多名困境
儿童。

　　“过了今天，我也会成为一名‘风筝姐姐’，也
会有属于我的‘小风筝’，曾经在天上飞翔的‘小风
筝’，如今也成为了在地面上拉着‘小风筝’自由飞翔
的姐姐。”升入大学的小莹在信中这样写道。
　　读小学五年级时，小莹成为一名“小风筝”，在
此之前，她遇到烦恼的时候不知道找谁倾诉，有了自
己的“风筝姐姐”后，她终于有了倾诉对象。每当收
到“风筝姐姐”的回信，她都非常激动。从日益繁重
的课业到青春期成长的烦恼，渐渐的，小莹与“风筝
姐姐”成了无话不谈的闺中密友。如今，小莹已是大
二学生，她始终将曾经的精神慰藉记在心中，果断报
名成为“风筝姐姐”，希望用书信里的文字，为更多
孩子带去心灵的慰藉。
　　随着项目的不断发展，“一封信”也成为困境儿
童由受助者成长为助人者的桥梁。与小莹一样，目前
已有300多名升入大学的“小风筝”化身为“风筝哥
哥”“风筝姐姐”，将自己的亲身经历写于纸上，向
弟弟妹妹们传授经验、分享生活，将曾经得到的温暖
传递下去，用细腻、坚定的笔触，为孩子们的生活照
进一束光。

　　“今天又收到好几封信。”去年
年底的一天，潍坊爱心义工的“风筝
姐姐”带着惊喜的心情拆开一封又一

封信。
 “这封信怎么这么厚？信中怎么夹

着一张崭新的百元大钞？”带着惊讶，
“风筝姐姐”读完这封信了解到，原来
是一名“小风筝”得知甘肃发生地
震，想用自己的方式为灾区加油，在
与爸爸沟通后，捐出了自己不知道
攒了多久才攒下的100元钱，交给
她信任的“风筝姐姐”，希望能够

尽自己的一份力帮助灾区渡过难关。
　　看完信件后，“风筝姐姐”在第一

时间将捐款捐至受灾地区的慈善协会。
“我没有想到，那个需要我们帮助的‘小风
筝’，已经在不知不觉中成长为心怀感恩、
能够帮助别人的人。”她十分感慨。

□本报评论员 石莹
  在潍坊市，每年都有一些因家庭暂时困难、成
长支持和教育缺失、陪伴和关爱缺位而深陷困境的
孩子，他们的父母大部分不能及时有效地给孩子情
感陪伴和支持，潍坊爱心义工扮演起家人的角色，
以书信的形式动态关注孩子成长，以“哥哥”“姐
姐”的身份，与孩子们建立常态化的陪伴关系，让
这些孩子不孤单、有依靠。
  纵有人生多磨难，幸有家书抵万金。10年来，
2000多名困境儿童累计与潍坊爱心义工通信两万多
封。关爱困境儿童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这场
持续十年、跨越时间与地域的“见字如面”项目，
不仅仅是一次行动，更是社会责任的诠释。每一个
孩子都是社会的希望，每一个心灵都值得用心守
护。在潍坊，越来越多的人共同携手，汇聚关爱困
境儿童的合力，为他们撑起一片蔚蓝的天空。

一封书信意万重

城市温度

“家书”抵万金

爱心档案

“风筝”牵线 见字如面

暖心故事

从“小风筝”变成“风筝姐姐”

“小风筝”寄出的信中夹了100元

  收到回信的“小风
筝”在认真读信。

“风筝哥哥”为“小风筝”拿来带有邮票的新明信片。

不管多偏远，志愿者都会将信件送到孩子们手中。

“小风筝”在写信。

□文/潍坊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宋玉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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