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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张静

“以前打开朋友圈还能看
点有意思的事儿，后来出现求
点赞的、卖东西的，天天被几
个做代购的朋友刷屏，现在又
冒出来求给孩子投票的。点
赞还好说，投票非常麻烦，平
时不怎么联系的朋友也突然
冒出来了。”6月15日，家住市
区光明路北段的武女士向记
者吐槽。

给娃拉票者多，微友真烦了

武女士说，最近一段时
间，她快被朋友圈里给孩子投
票这事儿整疯了。记者说，不
投不就行了？她说，最初觉得
投一票也没啥，可是现在求投
票的朋友越来越多。“有的就
是简单投一票，有的还得先关
注微信公众号，再输入手机号
注册，特麻烦，甚至有的人还
要求你把投票信息分享到自
己的朋友圈。你帮这个投了、
分享了，能不帮那个投？不分
享也不行。”

这样的情况显然不是只
有武女士一人遇到过，记者的
微信朋友圈中也有不少“文艺
表演”“绘画展”“萌娃大赛”投
票链接。家住市区矿工路东
段的任女士每天都能收到好
几条朋友发来的投票链接，她
说“简直要烦死了”。记者在
她的朋友圈中看到：“我家宝
贝正在参加幼儿园举办的比
赛，8号是我的孩子，请投一
票，顺便把这条消息转发到
您的朋友圈，谢谢。”任女士
说，最近每天都能收到这位
朋友发送的投票链接。还
有朋友为帮孩子投票还特
意建了个微信群，“投票就
像完任务一样，有种被骚扰的
感觉。”

记者了解到，有些简单的
投票活动大家还不太反感。
惹人不快的主要是投票需关

注微信公众号、把消息分享到
朋友圈及需多次投票的。

拉完票意兴阑珊

记者的朋友杨女士在市
区一家银行工作，不久前她1
岁多的儿子参加了萌宝大赛，
记者每天都能收到她发送的
给孩子投票的信息。本以为
她这么“努力”，孩子肯定得第
一名，昨天她告诉记者，孩子
最后得了二等奖，奖品是温泉
门票，一直没使用，也不知道
是否已经过期。一等奖的奖
品是一台全自动洗衣机。

“一等奖和二等奖悬殊太
大，说白了就是诱饵。刚开
始参加就是觉得好玩，我想
你也有这种感觉，玩儿什么
游戏的时候就希望赢，也不
在乎得奖。这不过就是商
家的宣传方式，他们宣传的
就是早教、儿童摄影之类，
比赛结束还一直和我联系。”
杨女士说。

“以后类似的比赛还参加
吗？”记者问。

“肯定不参加了，没意
思。”

投票是为了满足家长的虚荣心

“朋友让你帮忙给孩子投
一票，你们都是怎么做的？”记
者把这一话题发送到3个微
信群，很多微友参与了讨论，
只有10%的微友表示无所谓，
朋友互相帮个忙，会投票。

微友“狮子座”说，举手之
劳，能帮就帮。

“最讨厌这样的投票，烦
死了。向来无视，看见就想拉
黑。”微友“如你所愿”说。

微友“风铃草”说，这种投
票压根就没有意义，评出第一
又能怎么样？口口声声为了
孩子，实际上是为了满足家长
的虚荣心，为了那些并不丰厚
的奖品疯狂拉票，给别人添麻
烦，实在是不能理解。

给娃拉票疯狂轰炸朋友圈
微友吐槽：烦死了

昨天上午，新华区湛北路街道八中北街社区活动室里，志愿者
和社区工作人员忙着包粽子。

据了解，这些粽子将免费送给八中北街社区多个困难家庭和独
居老人。 本报记者 张鹏 摄

爱心粽子送大家

□本报记者 王春霞文/图

从平煤神马集团八矿到市区开
源路，单程14公里。每个月至少有
15天，55岁的老杨要骑单车走一个
来回。这个曾经喜欢骑行的人，骑
单车到开源路却并非为了骑行，而
是到献血屋做志愿服务。

三年多来，他在这条路上骑行
的里程已经超过18000公里，他做
志愿服务的时间达 4900 个小时。
在骑行里程不停增长的同时，他的
献血记录也在不断刷新，截至目前，
老杨已捐献全血10次，捐献血小板
41次。

老杨名叫杨青山，是平煤神马
集团八矿保卫科的一名普通职工。

老杨的“第二职业”

6月 14日早上7点多，老杨下
了夜班，照例骑着单车从八矿赶到
市区。那天是世界献血者日，他要
到平声影剧院门前撑帐篷、摆桌椅，
为宣传活动忙活。

那天，前去平声献血屋献血的
人比平时多了不少，老杨与其他志
愿者一起在献血屋解答献血者的咨
询，指导献血者填表、体检，为献血
者端茶送水，临走为献血者送上纪
念品，嘱咐他们“回家注意休息，当
天别洗澡”。

这些，对他来说，早已是轻车熟
路。

他一直婉拒记者的采访，总是
说：“我有啥可写的，服务队比我献
血多、比我做得好的人多的是。”

6月 15日下午，听说他正在市
无偿献血志愿服务队办公室统计上
个月志愿者的服务时间，记者终于
在那里“堵”住了他。老杨说话特实
在：“我语言表达不好，只会实际行
动。”

老杨的经历似乎有些简单：1983
年，他从信阳老家来到当时的平顶山
矿务局八矿做了一名井下工；1990年
调至八矿保卫科，一直工作至今。他
上一个班24小时，可以休息两天，这
让他做志愿服务有了时间。

他说，之前他的生活圈就在八
矿附近，市区很多路他连名字都叫
不上来。他不吸烟不打牌，只偶
尔和同事喝点小酒，后来骑行开
始流行，他有空时开始与同事外出
骑行。

2012年初，他听说我市成立了
无偿献血志愿服务队，就报了名。
他清楚地记得自己是服务队第107
号志愿者。经过培训，他在市区开
源路献血屋“上岗”。从此，他便开
始了风雨无阻的“第二职业”。

他经常是早上7点半左右下夜
班，骑行50分钟左右赶到献血屋，
一直服务至下午4点下班，再骑车
回去。只要家里没有特殊事，连休
的两天时间，他都会在献血屋服
务。每次听到献血者对他说：“谢
谢！您的服务态度真好！”他就会很
开心。

由于离家远，出门时他经常自
带一些水煎包、包子或者油条，中午
就着献血车上的开水一吃，午餐就
算打发了。有时没带干粮，他会到
旁边的小摊上吃一碗热干面。

有时他也随献血车到县里服
务。一次在宝丰献血点服务时，他
在地板上捡到一枚金戒指，他脱口
而出：“谁的戒指掉了？”喊了几遍，
一个献血的姑娘才发现自己手上的
戒指不知道何时脱落了，感激地对
他连声道谢。

他刚参加志愿服务队时，有位
同事预言：“做志愿者不发一分钱，
又不管饭，我保管你连仨月都坚持

不了。”结果是，坚持了三年多的老
杨依然乐此不疲。现在，这位同事
也不得不佩服他的毅力了。

到2013年底，老杨的志愿服务
时间达到2700个小时，被当时的卫
生部等部门授予“五星级志愿者”荣
誉称号。截至目前，他的服务时间
累计已达4900个小时。

替患者家属着急的人

今年5月4日，老杨在志愿者
群里看到一个信息：“平顶山技师学
院2011届钳焊专业毕业生刘延磊因
病在平煤神马医疗集团总医院住院
治疗，急需O型血小板，望符合条件
的亲们帮忙。”杨青山看到后，当即
回复说：“我是O型的，停会儿我看
我的血小板基数够不够！”第二天，
他就赶到平声献血屋捐献了一个治
疗量的血小板。

像这种为病人救急的事情，老
杨已经做过多次。他说：“每次看到
病人家属到献血屋找人互助献血，
都会不自觉地为他们着急。”因此，
只要时间间隔和血小板基数符合要
求，他就为患者应急捐献。

其实，在做志愿者之前，老杨也
只捐献过两次全血。做志愿者时间
久了，他对献血知识了解得越来越
多，对病人的需求也越来越感同身
受，后来他开始捐献血小板。因为
捐全血需要间隔半年，而捐血小板
原来需要间隔一个月，现在只需间
隔半个月就行。

被感动的小杨

平煤神马医疗集团总医院ICU
病房有位护士小杨，弟弟因病需
要长期输血，志愿者群里有不少
人曾经为她的弟弟献过血，老杨特
意将联系方式留给她：“你弟要是
急需用血，就打我电话。”被老杨等
人感动，如今小杨也报名加入了志
愿者队伍。

现在，老杨平均每20天捐献一
次血小板，从未间断。据统计，截至
目前，他共献全血10次，献血小板
41次，献血总量已达12000多毫升。

老杨的价值观

提到老杨，市无偿献血志愿服
务队队长程相斌感动地说：“青山真
是把服务队当成家了。除了上班，
他几乎把所有的业余时间都给了志
愿服务，这已经成了他没有报酬的
职业。”

不仅如此，有时做志愿服务还
得往里面贴钱。有一次，老杨在献
血车上服务了一天，回家准备骑车
的时候，发现放在献血车旁边的山
地车不见了。

“他一个月只有一千多元工资，
天天来回骑车几十公里到市区做义
工，遇上下雨天还得坐公交车，中午
随便凑合吃点儿，真是令人感动。”
程相斌话语间透出的“工资”信息让
记者不由一惊。

对于自己的工资，老杨倒是满
不在乎：“一千多元，够我吃花了。
孩子们都大了，已经自力更生，不需
要我接济了。”

“如果你随便找个活儿，哪一天
都能挣个百八十元的，做义工还得
往里边贴钱，你图个啥呀？”记者忍
不住问他。他说：“我做志愿者最大
的收获就是，觉得每天都过得很充
实、很快乐。”

对于金钱，他看得很淡：“钱挣
多少是个够？够吃够花就中了。随
便找个活儿，的确能挣点钱，但总觉
得那没有这个有意义。”

“有钱人可以用金钱帮助别
人。我没钱，可以用实际行动帮助
别人。”对于人生的追求与意义，他
说自己其实从来没有认真想过，可
是他的这句话让人印象深刻。

老杨的家人都在信阳老家。他
在八矿当了30多年工人，至今仍然
住在一室一厅的单位廉租房里，连
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都没有。

也许有人会说，他很不成功。
可他对成功有自己的理解：“只要有
个健康的身体，快乐过好每一天，我
就算成功了。”

到今年9月，老杨就该退休了，
他说到时候他就更有时间做志愿服
务了。

对金钱，他看得比较淡：“钱挣多少是个够？够吃够花就中了。”
对成功，他有自己的理解：“只要有个健康的身体，快乐过好每一天，我就算成功了。”
对助人，他用自己的方式：“有钱人可以用金钱帮助别人，我没钱，可以用实际行动帮助别人。”

志愿者老杨的朴素价值观

参加无偿献血骑行宣传队活动的老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