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受访学生：宋予川
毕业学校：漯河四高
高考分数：550分（理）
录取院校：河南工业大学

人物介绍

宋予川：吃苦耐劳 懂得感恩

宋予川

■本报记者 齐国霞
“感谢叔叔阿姨对我的关心和帮

助，我一定好好学习，不辜负你们对
我的期望，将来做一个对国家、对社
会有用的人，尽我所能帮助需要帮助
的人、回报社会。”8月3日，贫困生
张哲接过我市爱心人士于素凯、介建

祥夫妇捐赠的2000元助学款后激动地
说。

8月 3日，本报报道了张哲的事
迹。他在家境贫困的情况下奋发学
习，以理科618分的优异成绩被华南
理工大学录取。

“我和老公看到报道后，觉得这个

孩子真是不容易，没有在逆境中消
沉，而是积极向上，勇敢与命运作斗
争，令人钦佩。”于素凯说，“当时我
就有了资助张哲的想法，不能让孩子
因为学费问题耽误上学。”

听了妻子于素凯的想法后，介建
祥非常支持，并给张哲购买了一个旅

行箱、为张哲的爷爷奶奶购买了两箱
纯牛奶。随后，夫妻俩和记者一起，
驱车赶到舞阳县吴城镇小英张村。

夫妻俩赶到小英张村时已是下午
1点左右，张哲和家人刚刚吃过午饭。
看到爱心人士冒着高温来到家中，张
哲忙拿出水让大家解渴。

于素凯把助学款交给张哲。介建
祥则教张哲怎么使用旅行箱上的密码
锁。于素凯夫妇还看望了张哲躺在床
上休养的爷爷。

爱心人士资助贫困生

■文/图 本报记者 朱 红
7月28日，经济技术开发区后谢

镇黄岗村的宋予川收到了河南工业大
学的录取通知书。当时，宋予川刚从
打工的早餐店回家，收到通知书的喜
悦瞬间冲淡了工作的劳累和辛苦，让
他感觉所有的拼搏和坚持都值得。

8月2日，记者在宋予川打工的早
餐店采访了他。瘦弱的肩膀、坚毅的
眼神，是他给记者的第一印象。宋予
川从小和母亲相依为命。母亲每天起

早贪黑工作，辛苦挣回来的工资对这
个家只是杯水车薪。每到交学费时，
他都是靠外婆和舅舅资助才能入学。

宋予川告诉记者，他能体会母亲
的不易，从不和别人攀比什么。看到
母亲的白发和日渐衰老的面孔，他心

如刀割，发誓一定要好好学习，以后
让母亲不再受苦，过上好日子。上初
中时，宋予川每天都是第一个进教
室，也是最后一个离开。“为了省
钱，在学校食堂，我只吃便宜的素
菜。每个周末回家，母亲都红着眼眶
说我瘦了、我跟着她受罪了……”说
到这里，宋予川哽咽了，心里满是对
母亲的心疼。

宋予川的努力没白费，以优异的
成绩考入了漯河四高。同学们都非常
优秀，为了不落后，宋予川更加努力
学习，下课休息时间也要刷题、看
书、背单词……天道酬勤，宋予川每
年都能拿到学校的奖学金。在学校的
资助和亲戚帮衬下，宋予川完成了高
中学业，并考上心仪的大学。宋予川
说：“得知被录取的那一刻，我和母
亲相拥而泣。我知道那是喜悦的泪
水，庆祝我寒窗苦读十几年结下硕
果……”

高兴之余是忧愁。大学学费对于
宋予川家来说，是一个天文数字。为
了减轻母亲的负担，宋予川高考后就
找了份暑假工，在离家5公里左右的
一家早餐店打工。他每天凌晨3点就
起床去店里，煮茶叶蛋、煎鸡蛋煎

饼、给客人拿早餐、收拾桌子……
“虽说工资不高，但总能攒点儿学
费。”宋予川说。

因为宋予川懂事和孝顺，邻居和
亲戚都常常夸他，并让孩子以宋予川
为榜样。“宋予川同学勤奋好学，有
毅力懂礼貌，做事有板有眼。”班主
任张文娜老师这样评价他。

“大学是又一段路程的开始。我一
定会以梦为马、不负韶华，不辜负家
人和老师的期望。等学业有成，我也
会像曾帮助过我的好心人一样，用微
薄之力帮助其他人。”宋予川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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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图 本报记者 尹晓玉
“快看，我画的党旗真好看。”“老

师，我需要蓝色画笔！”8月3日上午，
临颍县王孟镇前杨村村室内，30多名孩
子正在20米长的画纸上创作“喜迎二十
大”主题画作。

今年暑假，驻村第一书记崔杰斌组
织该村返乡大学生担任教师，开展公益
授课夏令营活动。30多名留守儿童一起
学绘画、背经典、踢足球、练跆拳道，
假期生活丰富充实。

“暑假开始后，我们通过走访发现，
很多留守儿童在家写作业没人辅导，还
有不少孩子沉迷电视、手机。”崔杰斌
说，正当他思考如何让留守儿童度过一
个安全且有意义的假期时，返乡大学生
杨露露找到他，表达了想在村里开国学
辅导班的想法。

崔杰斌在跟杨露露探讨后，发动村
里其他几名返乡大学生组成了教师队
伍，在村里开展公益授课夏令营活动，
开设美术、英语、足球、国学、跆拳道
等课程。村里出资购买了教材和学习用

品，教室设在村室。公益授课夏令营活
动得到群众的广泛支持，第一天就有近
20名孩子报名。7月25日，前杨村公益
授课夏令营正式开班，每周周一至周五
下午3点至5点上课。

“孩子们学了几天美术后，老师想带
他们共同完成一幅作品。为了让每个孩
子都能参与，我们想到了长画卷的形
式。把这个想法告诉崔书记后，他非常
支持，给我们买了20米长的画纸和画笔
等材料。”杨露露说，经过三四天的努
力，大家一起完成了这幅“喜迎二十
大”主题画作。记者看到，这幅超长的
画作中，有天安门、国旗、党旗，也有
冰墩墩、雪容融，还有前杨村小学等当
地元素。

“我鼓励大学生和小学生共同创作一
幅‘喜迎二十大’的画卷，希望在基层
营造‘大手拉小手，齐心跟党走’的氛
围，引导孩子们爱党爱国爱家乡。”崔杰
斌说。

左图：孩子们为20米画卷涂色。

■本报记者 焦 靖
2022年度“返家乡”漯河籍

在校大学生暑期政务实习社会实
践活动已开展一个多月。8月 3
日，记者对参加活动的几位大学
生进行走访。

就读于武汉生物工程学院的
许佳骏在团市委青年发展部参与
社会实践，主要负责“返家乡”
社会实践活动平台的一些工作。
他告诉记者，社会实践让他既紧
张又新奇，并且收获满满，受益
良多。“没有实地训练、没有与社
会接轨，知识始终是知识，难以
转变为生产力。”许佳骏说，他深
刻领悟到“纸上得来终觉浅，绝
知此事要躬行”的含义。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的闫一梦

在市科技馆进行社会实践，帮助
许多大朋友和小朋友感受科技的
魅力，让他们了解科技对现代文
明的影响。“魅力数学、声学世
界、光的秘密、魔力电磁、力学
天地等展区里，都回荡着小朋友
们的欢声笑语。”闫一梦说，能通
过讲解使大家近距离接触科学，
她非常自豪。

据悉，2022年度“返家乡”
漯河籍在校大学生政务实习社会
实践活动由团市委举办，目的是
为漯河籍在校大学生以实际行动
服务家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
供平台，引导他们上好理论学习
与实践相结合的“大思政课”，帮
助他们在实践中“受教育、长才
干、做贡献”。

30多名留守儿童绘20米长卷喜迎二十大

8月4日是七夕节。8月3日，记者在市区牛行街一家花店看到，店主正按照客
户要求制作花束。据店主介绍，近期每天接到近百订单。

本报记者 朱 红 摄

8月3日，郾城区孟庙镇社工来到新郑村儿童之家，开展“多彩七夕 向妈妈献
礼”主题活动。

本报记者 孙 震 摄

■本报记者 朱 红
8月2日傍晚6点左右，市城

市管理综合执法支队副支队长毛
蕾、召陵大队大队长鲁博带领城
管队员在召陵区进行市容秩序环
境巡查时，发现一位老太太在人
民路与衡山路交叉口红绿灯处徘
徊。

毛蕾立即上前把老人搀扶到
安全区域。经询问得知，老人迷
路了，只记得儿子的名字及儿子
在市中心医院工作。

鲁博马上联系市中心医院，
找到了老人的儿子王先生。10多
分钟后，王先生赶到现场。据王

先生介绍，母亲记忆力衰退，曾
多次迷路走失。王先生给母亲买
来记忆手环戴上，但老人感觉戴
手环不方便，经常去掉。这一次
老人又没有戴手环，幸好遇到了
城管队员。

8月3日上午，郾城区组织开展“寻访红色足迹 传承红色基因”研
学活动。22组家庭走进市革命纪念馆、赵伊坪故居等参观学习，接受
革命教育。

本报记者 齐国霞 摄

参加“返家乡”社会实践
漯河籍大学生收获满满

老人迷路 城管助其回家

8月3日，2022年漯河市“全民健身日”老年人乒乓球交流活动在
市体育中心举行。全市20支队伍90余人齐聚一堂，切磋技艺。

本报记者 杨 光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