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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明祭英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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岷山路与阮庄路交叉口向南约10米路西，排
水管道堵塞，污水外溢。

交通南路与人民西路交叉口向北约30米路
东，污水盖板破损。

桂江路与王屋山路交叉口向西约 150 米路
北，公交车停靠点玻璃破损。

湘江西路与太行山南路交叉口向东约100米
路北，雨水箅子破损。

幼童高铁受伤 漯河医生施救

义务教古筝三年

孔国强：连续七年义务辅导留守儿童

■本报记者 朱 红
4月2日上午，团市委、市青年志

愿者协会联合漯河星火志愿团、临颍星
火志愿团以及爱心企业、李海欣烈士的
战友60余人，到临颍县王孟镇坟台村

“战斗英雄”李海欣烈士纪念碑前，开
展“缅怀革命先烈、弘扬志愿服务”活
动，为在对越自卫反击战中英勇牺牲的
11名烈士举行了隆重的纪念仪式，向烈
士敬献花圈和挽联，并学习烈士英勇战

斗事迹，缅怀烈士丰功伟绩。
在纪念仪式前，志愿者、爱心人

士、参战老兵及学生代表看望了杨国
杰烈士的父亲杨合成、白德友烈士的

母亲李缺、梁纪木烈士的母亲轩娥
妮、刘建民烈士的母亲田桂花、李海
欣烈士的父亲李银秀，为他们送去了
慰问品、慰问金。

漯河星火志愿团团长李胜勇告诉记
者，星火志愿团已经连续8年举行纪念
英烈仪式，并看望“战斗英雄”李海
欣、三等功荣立者白德友等烈士的父
母。

“关心照顾英烈父母，是我们每一
个公民应尽的责任。我们永远都不能
忘记这个英雄群体，同时要让学习、
关爱、崇拜、敬仰英雄成为社会风
尚。”李胜勇说。

■本报记者 姚晓晓
“‘首同尾合十’是一种特殊的两

位数乘两位数计算方法，不需要列竖式
就能快速得到答案。我示范给你们
看。”“这种方法真好，算得真快！”4月
1日上午，郾城区龙城镇孔沈邓村的

“儿童之家”传出这样的声音。每到周
末或节假日，总有十几个孩子在这里学
习。为他们辅导功课的孔国强今年50
岁，是龙城镇大军王小学的一名数学教
师。

2016年暑假，孔沈邓村在“儿童
之家”举办“天天早读”活动。身为
教师的孔国强知道后，第一时间报名
成了一名志愿者，每天坚持带领村里
的孩子们朗读，并为孩子们辅导作
业。这一坚持，就是七年。

“当时，村里举办这样的活动就是
为留守儿童提供免费的辅导。我教了一
辈子书，深感农村有这样的辅导地点是
多么重要。”孔国强说，那段时间，他
每天都会准时打开“儿童之家”的大门
迎接孩子们的到来，主动出资购买跳
绳、呼啦圈、羽毛球等送给家庭困难的

孩子，还捐赠了图书。暑假结束后，为
了让孩子们养成读书的好习惯，孔国强
坚持每周六和节假日给孩子们辅导功
课。

孔国强告诉记者，他小时候家里条
件不好，没有那么多时间学习。“现在
条件好了，我要尽最大的努力让孩子们
多读书。”孔国强说。

今年九岁的孔雨晴从六岁开始跟着
孔国强读书。“每逢节假日，只要孔老
师在这里，我就会把孩子送过来。在
这里，孩子学到了很多知识，学习成
绩在班里一直名列前茅。这样，我出
去干活也放心了。”孔雨晴的母亲赵伟
霞告诉记者，她是孔沈邓村的村民，
以前一放假就担心孩子在家不学习。
自从孔老师义务带领孩子们学习后，
她不但没有这样的担忧了，而且经常
买来相关书籍和孩子一起诵读。

孔国强告诉记者，他最高兴的事就
是带孩子们读书、为孩子们辅导功
课、看孩子们健康成长。“只要孩子们
愿意学，我就会一直教下去。”孔国强
说。孔国强带领孩子们读书。 本报记者 姚晓晓 3月20日摄

■本报记者 刘净旖
舞阳县章化镇店街村的一个家庭，

默默照顾患有精神障碍的流浪男子二十
多年。

“我们已经是一家人了。”3月 29
日，贾春辉这样对记者说。

1997年夏天，一个患有精神障碍疾
病的流浪儿童出现在贾春辉家的商铺门
口。“我记得他当时穿着一双高跟鞋、
一条破裙子和一件破花衣，头发很长，
步履蹒跚，满脸脏污。我就上前询问，

但他不说话。”贾春辉说，就这样一次
接触，他和这个流浪儿结下了不解之
缘，并给他取名“难难”。

“那年，我女儿一岁多。身为父亲，
每次看见难难路过，我都会给他端碗
饭。难难不说话，每次吃了饭就走。”贾
春辉说，有一天晚上，他外出办事不在
家，半夜下起了大雨。第二天早上他回
到家时，看到难难的衣服被雨淋湿了，
还发起了烧并伴有咳嗽。他赶紧带着难
难到村卫生室看病。过了一周，病情痊

愈的难难消失在了贾春辉的视线中。
1999年的一天，半夜下起了大雪。

第二天早上，贾春辉去集市买早餐时，
看到有十多个人在路旁围观，便走到跟
前问：“你们在看什么？”旁观人回答：

“雪堆里面不知道咋回事，一会儿一
动。”贾春辉走上前慢慢把雪扒开，看
到在一个破被褥下蜷缩着的难难。他立
即叫村民帮忙，一起把难难抱到自己店
里。随后，他又急忙给难难找来棉衣、
棉裤、棉鞋穿上，生了火取暖。过了好

久，看难难脸色好了点儿，他弄了一碗
热汤让难难喝下……

此后，难难便留在了贾春辉的店
里。“难难和我说话，我听不懂，平时
都是用手势沟通。”贾春辉说，为方便
照顾难难，他租了一间平房给难难住。

一晃二十多年过去了，他们的感情
越来越深。如今，难难的病情已有所好
转，每天会帮贾春辉家干点儿小活。贾
春辉说，他把难难当成了自己的孩子，
以后会一直照顾他。

贾春辉：悉心照料流浪人员二十多年

■文/图 本报记者 刘净旖
4月1日，记者在受降路与公

安街交叉口附近旋音艺术古筝公
益培训班看到，几名古筝老师正
在教老年人学习古筝。

据了解，该古筝公益培训班
已经开班三年多。六名“80后”

“90后”老师义务教附近老年人学
习古筝。黄滢就是其中一名。

“我们热爱音乐，想把古筝技
艺普及给老年人，丰富他们的晚
年生活。”黄滢笑着说。

2020 年的一天，黄滢在受
降路和一位老人聊天时得知，
附 近 有 不 少 老 人 非 常 喜 欢 古
筝 ， 但 不 知 道 去 哪 里 学 。 当
时 ， 黄 滢 在 附 近 一 家 琴 行 任
教，听到这个消息后，就萌发
了义务教老年人学习古筝的想
法。古筝公益培训班开班后，
附近老人纷纷报名。古筝培训

每期教学三个月，每周三和周
六上午10点准时开课。

“别看我年纪大了，但头脑清
醒，手指灵活。老师对我们很有
耐心，我有信心把古筝学好。”今
年68岁的翟凤歌笑着说，刚开始
练习时，手指会有酸痛感，但每
按一下琴弦，那优美的筝音就让
她忘记了酸痛。

今年 58 岁的代荷巧告诉记
者：“我从小就喜欢古筝，但小时
候家里条件有限，一直没有接触
过。现在我退休了，每周到公益
培训班练习两次。在这里，我还
认识了好几个姐妹，很开心。”

黄滢告诉记者，她专门制订了
一套适合老年人的教学计划。“我
从最基础的乐理知识教起，把复杂
的音乐符号转化为通俗易懂的语
言，方便老年人学习，进而达到最
好的教学效果。”黄滢说。

黄滢（右）教老人弹古筝。

■本报记者 齐国霞
4月2日，结束学习的漯河市

中心医院西城分院医务科副主
任杨浩明和心理危机干预中心主
任张艳丽乘坐G2296次列车返回
漯河。

上午11点左右，突然从列车
广播里传来紧急寻找医务人员前
往4号车厢进行救治的声音。杨

浩明和张艳丽立即起身，在列车
员的带领下，迅速来到 4 号车
厢，发现是一名幼童被行李箱砸
伤了额头。

杨浩明和张艳丽一边对幼童
展开施救，一边安抚幼童的情
绪。处理好伤口后，杨浩明和张
艳丽回到自己的座位，并表示如
有需要随叫随到。

■本报记者 杨 光
3月30日下午，一位老人不

慎在沙澧河风景区老虎滩公园摔
倒，附近的市民和景区保安看到
后立即上前救助。最后，老人被
送到医院救治。

沙澧河风景区保安成战功介
绍，当天下午5点多，他正在景
区巡逻，看到一位老人满脸是
血，就赶紧上前询问。“一名女子

告诉我，她看到老人上台阶时不
慎摔倒，磕伤了鼻梁。”成战功
说，他感觉老人伤势比较严重，
就拨打了120。同时，热心市民
通过老人的手机，联系了他的家
人。

十多分钟后，救护车和老人
的家人相继赶到现场。在热心人
的帮助下，老人被抬上救护车，
送到医院进行治疗。

■本报记者 郝河庆
当身着骑行服、戴着头盔，单车上驮

有行囊，声称骑行到此落难的“骑友”求
助十多元钱时，你会帮助吗？4月3日，

市自行车运动协会会长王红伟提醒市民：
此类多为骗局，谨防上当。

4月2日下午3点，接到市民的爆料
后，记者赶到市区长江路与井冈山南路交

叉口时，看到文中开头的一幕。只见这名
“骑友”举着一个牌子，上面写着“落难
献丑，饿了，望路友帮十几元吃饭，路上
备用”。记者观察了一会儿，发现有市民

向这名“骑友”询问情况，其中一人资助
了现金。

然而，就在记者上前详细询问情况
时，这名“骑友”拒不答话，并收起牌子
骑车而去。随后，记者在网上搜索发现，
全国各地多有此类求助行为，且多为骗局。

4月3日，王红伟告诉记者：“这些沿
街要钱的‘骑友’多数不是吃不上饭，而
是以要钱为目的的职业乞讨者。如果骑友
真在外地遇到了困难，当地派出所、救助
站、自行车车友俱乐部都会给予帮助。”

落难“骑友”街头乞讨
市自行车运动协会：多为骗局

老人景区摔伤 众人帮忙救助

4月2日，郾城区民政局联合市幸福沙澧社区服务中心、漯河神农
部落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漯河昊德爱心中转站，把满满一车爱心蔬菜分
别送给了郾城区新店镇敬老院、龙城镇敬老院和孟庙镇敬老院等养老机
构。 本报记者 张丽霞 摄

4月2日，临颍县青年志愿者协会、微帮公益爱心团队志愿者一行二十余人到
市烈士陵园，开展缅怀先烈祭扫活动。 本报记者 尹晓玉 摄

4月2日，郾城区龙塔街道北环路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开展绿色清明彩菊献
哀思手工制作活动。 本报记者 姚晓晓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