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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该报道也上了微博热搜同城榜，
截至当晚8点，阅读达119.2万。

网友“一颗甜甜的草莓糖Lucky”：努
力生活的都是英雄。

网友“南京-小散”：成年人都不容易，
自己坚持走下去吧，希望越来越好。

网友“江南北乔峰”：不容易。每当看
见这些新闻，我总提醒自己要体谅别人的
不易。就现在刚刚点的外卖也超时了，我
给的依旧是一个点赞，而不是投诉。

记者 陈烨

■《2岁女孩安安，你真让我们心疼》后续

“生活不易，父爱如山”“通过自己劳动
努力生活的人，都值得尊重”……昨日一
早，报道经本报微信公众号推送，人民日报
客户端转载后，许多网友在留言区点赞杨
可军为人父的担当，同时也更牵挂这个幼
小的孩子。

这一天，本报新闻热线电话响个不
停。“我想帮助安安！”是记者听到最多的开
场白。

最先打进电话的，是家住鄞州区格兰
云天的汪女士。她受母亲之托来电，称其
54岁的母亲退休在家，看到报道后很心疼
安安，表示可以代为照看。

在五乡镇经营一家制冰厂的鲍阿姨也
想帮助这对父女。“杨师傅可以来我这里工
作，吃住都能解决，而且我就在厂里，帮忙
照顾孩子是没问题的。”她甚至考虑得很长
远，待安安满3岁，就帮其物色幼儿园，负
责接送。

杨女士是一家幼托机构的负责人，当
天一早收到学生家长通过微信转来的新闻
链接后，立即给本报打来电话。她说，那位
家长留言称愿意替安安支付幼托费，请她
收下这个孩子。“我们机构完全可以承担这
笔费用，并不需要家长出资，只是五家门店
距离安安家都很远，要看杨师傅是否会考
虑。”

“我想给孩子送点牛奶，不能老喝AD
钙奶啊！”

“我家女儿跟安安差不多大，她需要更
多的衣服吗？”

……
还有很多热心市民来电，或采购牛奶

等食物，或整理家中闲置衣物，委托记者整
理后送去。大家的心情是一样的，希望安
安三冬暖、春不寒，能尽量保证营养，健康
成长。

“我想帮助安安!”
大家的心情是一样的

A.

●网友这样说

捐衣送物，提供工作，照顾孩子……
宁波人的爱心正在涌向这对父女

安安爸爸婉言谢绝所有捐款
委托记者向大家道声“谢谢”

迫于生计，杨可军在电瓶车塑料筐
里给2岁女儿安了一个“家”，每天带着
她穿街走巷，接单送货（详见昨日本报
A03版）。报道见报后，人民日报客户
端热点推荐，这个窝在塑料筐里的“小
身板”触动了所有人心底的柔软。

昨日，爱心一波波涌来！有人想送
衣物，有人想给杨可军提供工作，有人
愿意托管安安，更多人希望通过捐款缓
解父女俩目前的艰辛，同时市妇联也关
注到了这家人。

“谢谢大家，我不需要钱，如果可以
在这个寒冷的冬天给女儿找到温暖的
‘窝’，就足够了。”当记者转达大家的心
意时，杨可军婉言谢绝捐款。

除了捐物，提供托管方案的，更多人想为这对父女
捐款。周女士一早来电，希望请记者代为转交1000
元，作为安安的营养费。金女士在看到新闻后，也表示
要捐钱，权当是给孩子上幼托班的学费。

可是，令所有人没料到的是，杨可军拒绝了这些捐
款好意。“我现在的收入勉强养活我和女儿，但不管怎
么样，钱是不能收的，不然心里很不自在。”当记者告知
有许多热心市民想捐款时，电话里的他沉默几秒后坚
定地说。在他看来，天气越来越冷，能给安安找个暂时
托管的场所，就已经很满足了。

当天，记者一一回拨电话，将杨可军的意思回复给
每个想要捐款的市民，有人无奈作罢，有人却还锲而不
舍。“我就是表达自己的心意，直接微信转点钱给他，也
不行吗？”听说对方谢绝捐款，这让金女士很失落，不死
心地追问。

金女士家有两个孩子，大的10岁，小的3岁，为人
母后最见不得孩子受苦，安安的处境让她实在心疼。
她打算马上抽出时间去找找，看看有没有适合的早托
班。

“宁波人真好，谢谢你们，我很温暖！”如果说在此
之前，杨可军收获的是点点微光，那么这一天他感受到
的是一股暖阳。杨可军委托记者向大家道声“谢谢”，
至于目前好几位热心人提出的托管方式，他表示会认
真考虑。

截至记者发稿时，这对父女的故事也引来宁波市
妇联的关注。市妇联权益部部长吕忠仙来电称，他曾
在鄞州人民医院附近见过他们，当时小女孩就坐在电
瓶车前的塑料筐里。他当时还上前问过安安的父亲，
带着孩子上路是否太危险，对方只是笑笑说“没事”，
便离开了。“我们会跟他联系，看看能提供怎样的帮
助，是志愿者帮忙照顾孩子呢，还是找一个离家近的
早托班。”

安安爸爸婉言谢绝所有捐款
市妇联伸援手将提供帮助

B.
父女俩的家很简陋，也没有像样的物件。陈金辉 摄

杨可军在接单的同时还要照顾小安安。
记者 陈烨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