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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旬老人当义务维修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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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杨 旭
在市区井冈山路报社花园小

区，不少居民都认识孔令文老
人。每次小区大门损坏，都是他
修理的。

8月2日，记者见到70岁的
孔令文老人时，他正手持工具，
拧紧小区大门上的螺丝。

“孔师傅手脚麻利，每次大门
出现问题，就赶紧过来维修，前后
有几十次了。”站在一旁的小区业
主委员会成员李飞说。

记者了解到，由于该小区车
流量较大，有时难免出现碰撞大

门栏杆的事。“你看这个升降杆，
被撞断过不止一次，都是孔师傅
焊接的。今年4月，栏杆被撞歪
了，孔师傅忙了一上午才修好。”
李飞说。

对此，孔令文表示，这都是
举手之劳。年轻时，他在老家修
农机，没想到老了，这门手艺还
有用武之地。

“我也是小区的一员，帮大家
做点儿事是应该的，况且我还是
一名老党员。”孔令文说，“小区
里谁家需要修东西，都可以来找
我。”

■本报记者 朱 红
通 讯 员 姚伟立

7月 27日下午4时，源汇区
三里桥村民闫振林家里突然闯进
一名十三四岁的少年，哭喊着来
到闫振林面前，上气不接下气地
说：“有人掉河里了。”57岁的闫
振林立即拿起一根长约3米的木
棍，一边拨打120急救电话，一
边向河边跑去。

闫振林赶到河边后，发现河
水已经淹没了落水少年的头顶，
少年正在慢慢下沉。正当闫振林
准备下到河里施救时，他的儿子
闫闯闻讯也赶了过来。闫闯连衣
服都没有来得及脱，就纵身跳入
河里。很快，父子俩奋力将少年

拽到岸边。
父子俩对落水少年采取了简

单的急救措施后，少年神智逐渐
恢复。同时，120救护车也赶到
现场，将少年送到医院进一步检
查。

7月28日，被救少年在母亲
的陪同下，到闫振林家中表示感
谢。

父子俩勇救落水少年

受访学生：张哲
毕业学校：舞阳一高
高考分数：618分（理）
录取院校：华南理工大学

人物介绍

张哲：不畏困境 砥砺前行

爱心桥行动引关注

爱心人士踊跃捐款
本报讯（记者 尹晓玉）“家乡学

子考出好成绩，我们在外打拼的人也
高兴。我想为这些孩子出一份力，请
收下……”8月 1日，在上海从事物

流行业的漯河籍爱心人士刘易成看到
本报关于“我要上大学——漯河日报
爱心桥行动”报道优秀贫困学子的故
事后，致电本报新闻热线，并捐款1

万元。
除了刘易成的捐款，近日，记者

还陆续收到了在深圳从事搬运行业的
临颍爱心人士刘永峰、在深圳从事服

务行业的源汇区爱心人士张琛、在深
圳做律师的郾城区爱心人士张红鑫、
在深圳从事吊装运输工作的临颍爱心
人士赵占江的捐款。

“这个活动很有意义。漯河日报
社搭建的这个平台很好，让我们在外
打拼的漯河人能有机会为家乡学子贡
献力量。如果有家庭生活困难的学子
考上深圳的高校，请给我们说一声，
到时候我们去学校看望他们。”四名
在深圳工作的爱心人士说。

8月1日，源汇区顺河街街道东大街社区举办“浓情七夕 花漾时
光”活动，邀请辖区一些老年夫妻学习插花。

本报记者 杨 旭 摄

■文/图 本报记者 齐国霞
7月31日上午，记者在舞阳县吴

城镇小英张村见到张哲时，他正在洗
床单和被罩。“高考后我在学校用的床
上用品一直没有洗，昨天收到录取通
知书后才放下心来，今天赶紧把床单
和被罩洗洗。”张哲不好意思地说。

“我身体不好，孩子心疼我，怕我
累着，一直不让我给他洗，坚持要自
己洗。”张哲71岁的奶奶对记者说，

“这孩子很懂事。”
张哲今年19岁，1岁多时母亲与

父亲离婚。父亲张付杰面对4岁的女
儿、1岁多的儿子和年迈的父母，一度
心灰意冷，失去了生活的信心。因为
家庭贫困，张哲和姐姐小时候穿的衣
服大部分是邻居送的旧衣服。

后来，这个家庭被划为村里的建
档立卡贫困户。在各级政府的帮扶
下，张付杰的家庭情况得到改善，张
付杰也逐渐走出了低谷。

经历过苦难的张哲，从小自立懂
事，小学到高中的学习成绩一直名列
前茅。“我从小看到爸爸辛苦养家，从

不在我面前喊苦叫累。”张哲说，“我
坚信‘知识改变命运’，深知只有不断
完善自我，才能改变家庭状况，所以
我一直努力学习。”

张哲的高三班主任刘伟老师这样
说：“张哲志向远大，学习刻苦努力，
尊敬师长，团结帮助同学，比同龄的
孩子更懂事。”

与记者交谈中，张哲不忘倒上一
杯热茶，端给卧床的爷爷。张哲的爷
爷今年74岁，早年患上类风湿病基本
丧失了劳动能力，加上前些年患了脑
梗，身体状况很差，长期吃药。

“暑假我想出去打工为自己挣点儿
学费，但我爸说爷爷和奶奶身体不
好，让我在家照顾他们。”张哲遗憾地
说，家里前几年已经脱贫，现在是风
险监测对象，但一家人开销很大，家
里并没有积蓄。

看着儿子的大学录取通知书，张
付杰沉默不语。儿子很争气，他很欣
慰，但他得想方设法凑钱让儿子9月初
顺利去上学。

张付杰有电工技术，以前在建筑
工地打工，但这几年受疫情影响，工
地的活不好干，今年就没上几天班。
另外，长年累月在工地从事高强度工
作，张付杰的身体被透支，腰部常常

隐隐地疼，但他仍然咬牙坚持，不去
医院诊治。张哲的姐姐在市区一家超
市打工，发的工资除了吃住所剩无
几。

目前，张哲已准备填写助学贷款
申请。他说：“我到大学后，争取能够
独立，不让家里再为我上学的花费操
心。除了助学贷款，我还可以在校园
勤工俭学，逢双休日和假期也可以到
外面打工，争取能自己养活自己。”

张哲对未来的大学生活充满了憧
憬。他说：“大学是新生活的开始，我
要更加努力学习，争取考研。这样将
来步入社会才有优势和竞争力。”

■文/图 本报记者 朱 红
8 月 2日上午，在源汇区老街街

道受降路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
大学生志愿者杨曼雪和其他几名志
愿者正在给暑期托管班的孩子们辅
导功课。

刚放暑假，苏州大学应用技术学
院“青柚”实践团的杨曼雪就积极联
系所在社区的工作人员，希望到社区
参加志愿服务活动。恰巧，老街街道
工会联合会举办的暑期托管班正在招
募志愿者，她便报了名。

接着，杨曼雪和赵彦、井沛瑶、
肖迪凯等十余名大学生志愿者成立了
一个小组。7月18日，暑期托管班正
式开班，杨曼雪就和其他志愿者每天
到暑期托管班“阳光课堂”参加志愿
服务活动，至今已坚持了半个月。

“谢谢姐姐哥哥们来陪伴我们，

教我们学习。这个暑假，我们一点儿
也不孤单。”听着小朋友们用稚嫩的
声音向他们道谢，杨曼雪感觉十分欣
慰。

“看到小朋友学会了用手势舞感恩
父母，我感到很自豪。”杨曼雪说，参
加志愿服务活动不但让她学到了课堂
以外的知识，而且锻炼了她的社交能
力。

“阳光课堂”让暑假生活更充实

杨曼雪给孩子辅导功课。

8月1日，在市科教文化艺术中心场馆，孩子们在教练的指导下练习打羽毛
球。记者了解到，放暑假后，我市各种体育兴趣班人气很旺。

本报记者 焦海洋 实习生 蒋树蕾 摄

8月1日，市民在市新华书店长江路店看书学习。近期，我市持续高温，图
书馆、书店等成为市民消暑、学习的好去处。

本报记者 焦海洋 摄

张哲

8月1日，市人民公园开展卫生整治和环境美化行动，为游客提供
干净、优美的游园环境。

本报记者 张玲玲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