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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路街与友爱街交叉口向东约 30 米路南，
下水道堵塞。

人民路与五一路交叉口附近，车辆停在公
交站台前。

祁山路与黄河中路交叉口，井盖破损。 牛行街与小桥街交叉口向南200米，车辆乱
停乱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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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洋洋（左）和亲人一起包饺子。

■本报记者 杨 光
虎年春节，对于李芳及儿子张洋洋

来说，是24年来最不平常的一个春节。
春节前夕，母子俩重新相见。张洋洋24
年后回到漯河，重新体验家乡的春节，
和妈妈过了一个幸福的团圆年。李芳也
在辛苦寻子24年后，享受到天伦之乐。

24年来最喜庆的一个春节

2月 15日是元宵节，大街小巷弥漫
着节日的气息，张洋洋的干爸“沙澧一
舟”家热闹非凡。

自从回到漯河认了干爸干妈后，张
洋洋没事就和干弟弟黏在一起，有聊不
完的话题。“我俩就差打一场英雄联盟
了。”张洋洋笑称。

中午11点，一桌丰盛的饭菜摆好，
张洋洋毫不客气地拿起筷子大快朵颐。

“中午有肉、饺子，还有汤圆。”“沙澧一
舟”笑着说，春节期间，洋洋吃遍了家
乡的美食，口味也完全回归，现在能一
口气吃掉一只猪蹄。

当天下午，张洋洋要和妈妈乘火车
去平顶山大姨家看看。这个春节，他基
本在忙碌的走亲戚中度过，接受亲朋好
友祝福的同时，也收到不少红包。“收到
这么多红包，感觉很不好意思，但又不
好拒绝。”张洋洋笑着说，亲戚们都很激
动，大家一起看老照片，回忆以前的事
情，叙说24年的思念。

这个春节，对于张洋洋来说是最丰
富多彩的一个春节。1月 31日除夕夜，
张洋洋和妈妈以及干爸干妈一家一起包
饺子、吃年夜饭。大年初一，干爸带他

们去郊区摘草莓，到河上街景区逛庙
会，到科技馆、游乐场游玩。张洋洋回
漯河后经常流鼻血，干爸还带他去医院
检查了身体。

寻亲的经历让张洋洋成为网络红
人，他也喜欢和网友互动。2月 14日，
张洋洋进行网络直播，吸引了10多万人
观看。性格开朗的他给网友们唱歌，还
特别给帮他找到妈妈的重庆市公安局刑
侦总队樊劲松、赵书杰警官唱了一首
《偏偏喜欢你》，祝他们新年快乐。“我并

不想成为网红，只想找一份自己喜欢的
工作。”张洋洋说，虽然有直播团队提出
合作意向，但他并不想涉足这个行业。

想成为一名寻亲志愿者

1月 23日认亲后，张洋洋就一直陪
在李芳身边。他们都穿着醒目又喜庆的
大红色外套。一起逛街时，李芳总是挽
着儿子的胳膊，有说有笑的样子让人羡
慕。

张洋洋说，和妈妈第一次见面时，
就没有距离感和生疏感。现在，张洋洋
总爱和妈妈开玩笑，叫她“老李”“大水
牛”。“我不在的时候特别想我，在的时
候三天就‘嫌弃’我。这就是和亲妈的
相处模式。”张洋洋总结说。

张洋洋已经在漯河待了24天，本来
计划大年初五就返回海南工作，但一直
没有出发。在和儿子交谈中，李芳表达
了让儿子在家乡就业生活的打算。过完
春节后，张洋洋计划带着妈妈到海南看
看。“我听妈妈的，以后的职业规划让妈
妈做主。”张洋洋说，先让妈妈熟悉一下
他的工作环境，然后再做决定。

“我以后想成为寻亲志愿者。”张洋
洋说，妈妈辛苦奔波 24年找他的过程
中，得到许多志愿者的帮助。这些天
来，他接触了不少志愿者，感触很深。
他计划加入志愿者行列，尽自己的能力
帮助更多的寻亲家庭。

图片由“沙澧一舟”提供

李芳张洋洋母子24年来第一个团圆年

■文/图 见习记者 王嘉明
“东风夜放花千树。更吹落，星

如雨。”2月15日元宵节，记者在河
上街景区看到，景区多个区域布置了
造型各异的元宵主题彩灯，吸引游客
前来观赏。

记者看到，熙熙攘攘的人群中，
三三两两的年轻人身着汉服、手提传
统灯笼驻足赏灯，为元宵灯会增添了
古风古韵。其中，一名手持传统鱼
灯、身穿明代汉服的女孩袅袅婷婷地
从记者身前走过，手中鱼灯的头、
身、尾随着裙裾的摆动灵活转动，烛
光闪烁，缥缈如画，吸引了不少市民
的目光。

如今，越来越多的人选择在传统
佳节穿着汉服出行。市民韩云的女儿
是一名汉服爱好者，对传统文化充满
兴趣和热爱。她早就和妈妈约好，今
年元宵节一起穿汉服赏花灯。“我觉
得穿汉服赏花灯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
事情，是对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弘
扬。”韩云告诉记者。

■文/图 本报记者 尹晓玉
2月15日，由舞阳县康庄文化合

作社承办的“正月十五闹元宵”文艺
演出活动在辛安镇康庄村李闫庄文化
广场举行（如图）。

省歌舞演艺集团著名河南坠子演
员陈梅生、快板演员赵天尧，市豫剧
团演员刘燕玲，梨园春擂主高小娜等
名家名角轮番上阵，将演出一次次推
向高潮。

经典豫剧《花木兰》选段、河南
坠子《砸御匾》、二胡独奏《乡村小
景》等丰富多彩的节目和名家接地气
的表演，赢得了一致好评。

“没想到这么多老师来到咱们家
门口演出。”“我特别喜欢陈梅生老
师演唱的 《砸御匾》，水平太高
了。”观看演出的村民你一言我一语
地说。

■本报记者 尹晓玉
2月 15日，我市9岁男孩邓

烁度过了一个不一样的元宵节。
他在妈妈的陪伴下，将自己通过
寒假实践活动赚来的 500元钱，
捐赠给市红十字会，用于儿童大
病救助。

邓烁家住黄山路南段，是市
实验小学三年级的一名学生。他
性格活泼，学习成绩优异，还是
许慎文化园的义务讲解员。“年
前，孩子在红枫广场看到有人卖
琉璃咯嘣，买了一个觉得挺好玩
的，就想摆摊卖琉璃咯嘣。我觉
得这是锻炼孩子的好机会，就在
网上买了300个琉璃咯嘣。”邓烁
的妈妈告诉记者，收到货后，从

腊月二十九到正月初八，邓烁每
天晚上6点至9点在红枫广场摆摊
卖琉璃咯嘣。“摆摊第一天他还挺
紧张，有人过去问价都不好意思
回答。”邓烁的妈妈说，孩子坚持
每天在严寒中摆摊，从不言苦。
短短几天时间，他学到很多东
西，成长了许多，跟陌生人打交
道不再紧张了，也体会到父母的
辛苦，会主动帮父母做事。

“几天时间，一共挣了500多
元钱。因为是自己第一次挣到
钱，就想把这笔钱用到更有意义
的地方。爸爸妈妈提出捐给红十
字会，我觉得很好。虽然钱少，
但也算为有困难的小朋友尽了点
心意，我觉得很自豪。”邓烁说。

■本报记者 姚晓晓
元宵节后，不少外出务工人

员及学生开始返程。2月 16日，
记者走访火车站、汽车站，发现
返程客流中学生增多，车站秩序
井然。

上午10点，在漯河火车站进
站口的醒目位置张贴着二维码及
疫情防控相关注意事项，并有专
职工作人员查看旅客的行程卡、
健康码等。记者在现场看到，进
站口和候车厅并不拥挤，候车人
员中返校大学生较多。

“我每次返校都坐火车。今天

车站人不多，各项措施都很到
位。”在洛阳上大学的杨威说。

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尽管从
正月十六开始返校的大学生增多
了，但受疫情影响，不少高校分
批开学，所以暂未迎来大学生返
校高峰。

在漯河汽车东站，进站口、
出站口设置了自动测温仪器。旅
客需正确佩戴口罩、出示健康码
和行程码，经自动测温后，才能
进站。车站内客流量较小，工作
人员告诉记者，当天的客流量仅
100人左右。

■本报记者 王 培
通 讯 员 陈红改

2月14日18时许，在黄
河路与解放路交叉口，交警
马召辉和王颖军接到一车主
的求助。该车主自称从临颍
赶过来，家里老人手指头被
切割机切断，伤情严重，需
紧急送往市二院救治。但当
时正值车流高峰期，路段较
拥堵，他希望得到交警帮助。

马召辉和王颖军看到车
中老人右手被厚厚纱布裹
着，纱布已被血浸透。两人
赶紧让老人移步警车，往市
二院赶去。

6分钟后，在他们的护送
下，伤者被送到医院。

■本报记者 杨 旭
2 月 16日，市民陈女士

拨打本报热线电话，向记者
反映她遇到的暖心事。

当天中午，陈女士乘坐
100路公交车外出。公交车行
驶至新古玩市场附近站台
时，她看到两名乘客在站台
上等车，其中一人坐着轮
椅。公交车司机询问得知两
人都是残疾人，立刻下车将
坐轮椅的乘客抱上公交车。
到达目的地后，司机又将这
名乘客抱下了车。

“司机的举手之劳温暖了
整个车厢。很多乘客都对他
连连称赞。”陈女士说。

根据陈女士提供的车牌
号，记者联系上公交车司机
于马闯。谈及这件事，于马
闯表示，帮助乘客是司机应
该做的事。

2月16日上午，在郾城小学开学典礼上，该校教师面向国旗，庄严
进行师德宣誓。

本报记者 齐国霞 摄

开学在即，我市各级各类学校按照市、县 （区） 疫情防控指挥部
安排，分阶段开展中小学生核酸检测工作。图为2月16日上午，市实
验小学有序开展核酸检测采样。

本报记者 杨 旭 摄

男孩寒假摆摊
挣钱捐给红十字会

穿汉服 赏花灯

市民身穿传统服饰赏灯。

曲艺名家来到家门口

返校学生增多 车站秩序井然

护送伤者
紧急就医

抱残疾乘客
上下公交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