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尿毒症患者

呼吁年轻人健康生活
■本报记者 陶小敏
近日，不少漯河人的微信朋友圈

都被一条名为《心中有梦何所惧 致正
在奋斗的你的一封信》的轻松筹信息
刷屏。写信的人叫张某某，出生于
1990年。信息中，身患尿毒症的张某
某讲述了自己患病和治疗的经过，并
在最后呼吁年轻人要注意健康生活。1
月4日，记者采访了他。

张某某目前在我市一家广告公司做
后期制作工作。

2016年年初，张某某被诊断为尿

毒症。“治疗这个病只有两种办法，
要么进行肾移植，要么坚持透析。”
张某某说，因为肾移植费用高，家境
不好的他选择了透析。每个月近1万
元的医疗费，除去医保报销部分，个
人承担3000元左右，他挣的工资基本
够用，养家的担子落在了妻子身上。

“除了自己家人，我没向其他人说
过自己的病。不想让别人可怜我，就想
着努力挣钱、好好治病。”张某某说，
压力大时，他常一个人躲在被窝里流
泪，绝望的时候，他甚至出现过幻觉，

觉得自己坚持不下去了。
但张某某的家人给了他勇敢面对、

积极治疗的勇气。
“我姐说，我活着，我的儿子就能

感受到父爱。”张某某说，为了儿子，
为了至亲，他逐渐调整好心态，并积极
治疗。

此次患病，不仅让他对过去自己
的生活方式有了反思，还让他成了亲
朋好友的“健康督促师”。他呼吁大家
要好好吃饭、规律作息、少喝碳酸饮
料等。

寒冷中的抢修只为居民用水无忧

1月3日，在市区新天地步行街，有
人将垃圾扔在雕塑上。

本报记者 王 培 摄

■本报记者 张晓甫
刚刚过去的2020年，对于召

陵区邓襄镇前安村的安玉龙来
说，是最难忘的一年：上半年受
疫情影响，他的小店生意惨淡，
但经过夫妻两人的辛勤劳动，他
们把幸福稳稳地攥在了自己手里。

2020年12月28日上午，记
者来到安玉龙家时，他正在院子
里忙碌着。

安玉龙家的后院，东边是毛
驴养殖场，西边是加工卤肉的操
作间。

“我开店已有15年了。”安玉
龙告诉记者，2020年上半年受疫

情影响，客人比往年少了很多。
2020年4月，小店的生意开

始好转，恢复了往日的热闹，每
天有不少食客慕名而来，驴肉饺
子、驴肉烩面经常售罄。

随后，安玉龙带着记者来到
屋后的一块空地上。在这里，安
玉龙养了一些鸡和鸭。“很多城
里人来店里买了卤驴肉后，还想
买点鸡和鸭。”安玉龙说，2020
年5月，他开始养殖鸡和鸭，喂
的全部是青草和粮食，备受顾客
青睐。

安玉龙希望新的一年，小店
生意红火下去，日子越过越好。

守住稳稳的幸福
——小吃店主安玉龙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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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图 本报记者 张玲玲
作为市六院护理部主任和市六院爱心天使义

工团队的负责人，袁静在做好本职工作的同时，
带领队员们充分发挥专业特长，开展形式多样的
志愿服务活动，以实际行动践行“奉献、友爱、
互助、进步”的志愿服务精神。“能够尽微薄之
力帮助更多的人，我感到很充实。”2020年12
月29日，提及参加志愿服务活动的感受时，袁
静说。

近日，袁静在市邮政管理局组织举办了一场
防疫卫生安全专题培训班，结合工作实际，有针
对性地讲解疫情防控知识。这只是袁静开展志愿
服务活动的一个缩影。2015年，袁静组织成立
了市六院爱心天使义工团队，带领队员们开展志
愿服务活动。

针对居民急救意识淡薄和经验缺乏的情
况，袁静组织队员开展“急救进校园（社区）
天使在行动”系列活动，多次到学校、车站、
社区开展心肺复苏操作培训，提升居民的急救
能力。“通过培训，大家掌握了简单的现场急救
技能，万一遇到突发意外伤害能自救互救，为
专业医护人员争取抢救生命的黄金时间。”袁静
说，“有一次，活动即将结束时，一位中年妇女
前来询问能不能晚点儿结束，她觉得急救知识
很有用，想让两个孩子学一下，但孩子还没放
学。虽然已经快中午了，但我没有犹豫就答应
了，看到居民的急救意识增强了，我很欣慰。”

每周，袁静都会带领队员们到烟厂花园或
居民区，开展“周末义诊”“健康进社区”等
活动，为群众宣讲健康知识、提供义诊服务
等。

“关注留守、残疾儿童，圆梦微心愿”“九
九重阳节 浓浓敬老情”“粥到好服务 情暖患者
心”……多年来，袁静以“扶贫、济困、安
老、助孤、助学、助残”为宗旨，组织并参与
志愿服务活动近百场。从福利院到敬老院，从
帮菜农、瓜农销售农产品到为粥屋捐米、捐
面，从道路清洁到积雪清扫，处处都有她的身
影。她一直用自己的行动感染着周围每一个
人，先后荣获漯河市“四星志愿者”“最美志愿
者”称号。

一碗热粥暖人心

帮助别人
充实自己 ■本报记者 尹晓玉

“许久不见，慎是想念”“如此慎
好”“字得其乐”……一组名为《字圣
许慎》的表情包上线一个多月来，凭
借萌萌的许慎卡通形象、温暖励志的
网络流行语得到了大家的喜爱。近
日，《字圣许慎》 的表情包动态图发
布，增加了新的内容，成为大家热议
的话题。1月4日，记者采访了这些表
情包的创作人。

“近几年，孔子等先贤的卡通形象
很受欢迎。许慎文化是漯河的一张名
片，我们希望为许慎创作卡通形象，做
成大家聊天常用的表情包。通过这些可
爱的表情包，让许慎文化被更多人知
晓。”海乐文创负责人李博说，2020年
年初，他带领团队开始创作，前期查了
很多版本的许慎画像，最终确定了卡通
版的形象，并结合一些网络流行语进行
制作。2020年11月，他们在网络上发
布了一组许慎表情包的静态图。“慎言
慎行”“如此慎好”……可爱的卡通形

象和网络流行语言，一经上线就得到了
大家的喜爱。

李博表示，第一组表情包发布后，
很多网友在后台给他们留言，希望他们
能创作许慎表情包的动态图。为此，工
作人员加班加点，在2020年的最后一
天发布了许慎系列表情包的动态图，增

加了“新年好”“幸福安康”“发红包”
等喜庆的内容。

“静态、动态图我都下载了。最近，
跟孩子聊天时经常用许慎的表情包，找到
了不少话题。”网友“星光”表示，如
今，这两组“漯河味儿”十足的表情包在
微信朋友圈非常流行，是漯河人的骄傲。

字圣许慎表情包走红

袁静（右）搀扶老人去做检查。

网络截图

■文/图 本报记者 齐 放
见习记者 李博昊

“水管修好啦！来水啦！”1月3日
晚8时30分左右，市区泰山路海河小区
居民家中的水龙头终于流出了清冽的自
来水。

此时，在泰山路与海河路交叉口，
抢修水管近十个小时的赵军亭师傅，已
经累得筋疲力尽。故障排除后，他一屁
股坐在了冰凉的地上，长舒一口气。

“元旦假期三天，我抢修了几处因
天气寒冷冻裂的水管。”赵军亭说。

赵军亭是漯河市清源供水有限公司
管网所聘用的维修工人。他踏实肯干、
认真负责，得到了大家的信任和好评。

1月3日上午10时30分左右，得知
海河小区用水故障的消息后，赵军亭跟
随管网所副所长赵明亮，迅速赶到泰山
路与海河路交叉口排查问题。

他们发现交叉口西北角处，供水主
管网输向海河小区的管线存在漏水问
题，就立即安排破拆机来到现场。破拆
机挖破坚硬的水泥地面后，自来水立即

涌了出来。赵明亮马上起动发电机，用
水泵把坑里的水抽出来排到下水道。随
后，赵军亭穿上胶鞋，不顾寒冷跳入水
坑中，开始清理坑中的水泥块和淤泥。

为了避免伤到水管，赵军亭小心翼
翼地清理着淤泥，根本顾不上擦掉溅到
衣服上和脸上的泥水。

下午1时左右，作业坑的深度已经
到了他的腰部。这时，通往小区的水管
也终于露了出来。

赵明亮检查发现，漏水的原因是通
往小区的水管与供水主管网连接处的阀
门垫子破损了，但更换需要一些时间。
他们派人查找合适的阀门垫子，然后商
量更换方案。其间，鉴于阀门漏水，为
了避免因为关闭主管网影响更多居民用

水，水泵在不间断地排水。而此时，赵
明亮和几名抢修人员还没顾得上吃午
饭。

“冬天天气寒冷，水管容易破裂，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最忙。”赵军亭对记
者说，“我们也想以最快的速度维修
好，把断水影响降到最低，所以有时候
加班加点顾不上吃饭是常有的事。”

一直到晚上8时30分左右，阀门终
于被维修好了。

检查确认供水正常后，赵明亮又
忙着和大家一起恢复路面，避免因为
抢修影响市民通行。晚上10时左右，
城市里已是灯火阑珊，街上行人稀
少，赵明亮和同事才拖着疲惫不堪的
身体收工。

志愿者为环卫工盛饭。

■文/图 见习记者 万天宇
刘净旖

2020年 12月 28日清晨5时
左右，天还没有亮，志愿者们已
经在市区纬一路爱心粥屋里忙碌
了。

记者看到，志愿者们分工明
确，有的摆放桌椅、有的择菜洗
菜、有的清洗餐具、有的煮粥炒
菜……他们忙碌的身影成了一道
亮丽的风景线。

渐渐地，天边泛起了鱼肚
白。环卫工开始在粥屋门前排起
了队，他们有说有笑，等待用餐。

“出锅喽！”随着志愿者胡松
央的一声吆喝，志愿者将一盆盆
热气腾腾的饭菜端到了桌子上。

接着，有的志愿者为环卫工
盛粥、有的盛菜、有的分发馒头。

“自从有了这个爱心粥屋，我
们再也不用一大早做饭了，天天
都能吃上热乎的早饭，真是太好
了！”一名环卫工说。

随后，又来了几名孤寡老
人，他们坐好后，志愿者就给他
们端来了饭菜，他们一边聊天一
边享用着早饭。

市民赵鹏华在纬一路瓜果市
场卖水果。入冬以来，他几乎每
天早晨都会在爱心粥屋喝上一碗
粥。“粥熬得太好了，既暖胃又暖
心。”赵鹏华说。

爱心粥屋负责人李红告诉记
者，他们每天忙到上午9点多，
主要为环卫工和孤寡老人免费提
供早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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