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樟江西路与白云山南路交叉口向东约150米
路北，垃圾堆积。

黄河路绿洲鑫苑小区，垃圾乱堆乱放。柳江西路恒润阳光城小区西北角，全美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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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岩：困境成为奋进动力
人物介绍

受访学生：张岩

毕业学校：漯河五高

高考分数：495分（理科）

录取院校：河南财政金融
学院

本报讯（记者 朱 红） 8
月22日上午，在漯河日报社九
楼会议室，“我要上大学——
漯河日报爱心桥行动”第十三
季第二场爱心助学仪式举行。
8名学生面对面接受5名爱心
人士的资助。

仪式上，“爱心桥”行动
负责人向大家介绍了活动开展
情况后，爱心人士和学生陆续
发言。

爱心人士张先生资助了一
名学生。他说，漯河日报社的

“爱心桥”行动开展得非常
好。希望学生进入大学后，在

努力学习的前提下，多参加社
团活动，树立正确的“三
观”，练就本领，为走上社会
打下良好的基础。

爱心人士王先生、于女士
夫妇资助了3名学生。王先生
说：“感谢报社提供这个平
台，让我有机会帮助这些困难
学生。希望他们不要因家庭困
难影响学习，增强信心，坚强
地生活下去。”

漯河市康汇物业管理有限
公司总经理汪晓东资助了一名
学生。去年，他想参加“爱心
桥”行动的时候，活动已经接

近尾声。今年的活动还没启
动，汪晓东就开始咨询相关事
宜。他的儿子今年也参加了高
考，并被心仪的高校录取。他
深感学子寒窗苦读的不容易，
表示以后还会参加报社的爱心
助学活动，帮助更多的人。

爱心人士马女士资助了杨
奕涵和李婧源两名学生。由于
出差，她没能参加助学金发放
仪式，便委托记者代她发放。

杨奕涵和李婧源分别录制
了一段视频并发给马女士表示
感谢。杨奕涵在视频中说：

“我一定不辜负您的期望，以

后要回报社会，像您一样将爱
心传递下去。”李婧源在视频
中说：“谢谢马阿姨，我很崇
拜您，感谢那些帮助别人的
人。学业有成后，我也要像您
一样，帮助更多的人。”

“看到孩子们的视频，我
很感动。祝福她们鹏程万里，
从此所遇皆坦途。很感谢漯河
日报社爱心团队。你们十几年
来一直在做一件功德无量的
事，不仅架起了爱心助学的桥
梁，还引导人们将爱心传递下
去。”马女士看到视频后对记
者说。

源汇区老街街道受降路社
区爱心粥屋负责人安小乐连续
多年参加“爱心桥”行动。今
年，她的爱心粥屋团队资助了
学生张铮。她说，漯河日报社
搭建的助学平台非常好，让她
有机会接触到这些困难学生，
并尽己所能帮助他们。她鼓励
张铮和其他学子努力学习，坚
强、自信地走下去。

参加仪式的其他学子也表
示，进入大学后，决不辜负爱
心人士的期望，尽最大努力做
好每一件事，等有能力时回报
社会。

“爱心桥”行动第十三季第二场爱心助学仪式举行

■文/图 本报记者 齐国霞
把困境当作奋进的动力，

努力拼搏实现人生梦想。这是
18岁女孩张岩火热青春的“最
美写照”。

8月21日，记者到市城乡

一体化示范区黑龙潭镇坡杨村
张岩家时，她正在和母亲打理
家门口的小菜园。豆角新鲜、
辣椒火红……蔬菜在母女俩的
打理下，长势喜人。

“爸爸每天外出务工。我

不放心有智力障碍的妈妈一个
人在家，这个暑假就没有外出
打工。我想多陪陪妈妈，上学
后和她待在一起的时间就少
了。”张岩说。

张岩一家四口人，母亲智

力二级残疾，她和姐姐都在上
学，全靠父亲张红耀在市区打
工挣钱养家，生活很是拮据。
2013年，张岩家被确定为贫困
户，2016年脱贫。5年前，张
红耀工作时遭遇意外，肢体残
疾，因家庭突发严重困难被确
定为监测户。张岩的姐姐去年
考上了研究生。

在这个清贫却温馨的家
里，在父亲“靠学习改
变命运”的观念教育
下，张岩以姐姐为榜
样，克服困难，严格约
束自己，勤俭节约不攀
比，一心扑在学习上，
终于考进高等学府。

“张岩虽然家庭困
难，但很要强，做事不
服输。这种顽强拼搏的
精神难能可贵，值得学
生们学习。”张岩的班
主任王建伟说。

“一个困难家庭能考出来
一个本科生和一个研究生，成
为村里的大新闻。”市委市直
机关工委派驻坡杨村第一书记
高向阳告诉记者，“为了不让
张岩因家庭困难影响学业，我
们将积极为她争取相关政策扶
持，让她顺利走进大学校园，
将来成为对国家和社会有用的
人才。”

本 报 讯 （文/图 记 者
杨 光） 8月22日是七夕节。当
天，我市各个县区婚姻登记服
务中心内排起了长队。记者了
解到，当天共有334对新人领
取了结婚证。为应对领证高
峰，工作人员提前做足准备，
保证新人如愿以偿。

8月 22日上午9点，郾城
区婚姻登记服务中心人头攒
动，热闹非凡。工作人员忙碌
地审核材料，提醒新人需要补
充的内容，让他们在结婚誓词
卡片上签字并庄严承诺。

记者看到，不少新人精心
打扮，有的还穿上婚纱，请来
摄影师跟拍，定格难忘瞬间。
新人袁艺鹏和郑帆，一人手捧
鲜花，一人头戴白纱，身后跟
着两名摄影师为他们拍摄。面

对记者的镜头，两人亮出结婚
证，高兴地一起喊：“今天天气
晴。我们来领证，真开心！”

“我们相识的那一天就是七
夕节，一路走到今天很不容
易，所以要定格下这甜蜜的场
景。”袁艺鹏告诉记者，他和郑
帆于2015年在大学相识，毕业
后一起到杭州工作，经过了9
年的爱情长跑，终于走进婚姻
殿堂。他们这次回老家除了领
结婚证，还要装修新房，为

“十一”举办婚礼做准备。
郾城区婚姻登记服务中心

主任赵磊告诉记者，郾城区是
全省婚俗改革实验区。在为新
人办理结婚证的同时，工作人
员还向他们宣传婚俗改革，提
倡婚事新办。这项举措得到了
新人们的认可。

■文/图 见习记者 李慧莹
8月21日，郾城区政协、区民

政局联合沙北街道海河社区、漯河
市幸福沙澧社区服务中心开展“我
们的节日——幸福有你 爱满七
夕”主题活动。

海河社区日间照料中心特别邀
请辖区两对金婚夫妻讲述爱情故
事、分享生活感悟。在互动环节，
海河社区工作人员向参加活动的老
人发放了红色丝线、串珠和灯笼
片。在志愿者的指导下，每对夫妻
默契合作，不一会儿就制作好了灯
笼和手串。郾城区政协工作人员还
准备了鲜花。在鲜花的映衬下，老
人的笑容更加灿烂（如左图）。

七夕节 领证迎高峰

银发也浪漫 甜蜜过七夕

8月22日，西城区新城办泾河社区联合漯河万安医院开展
“爱在七夕 健康相随”义诊活动。 本报记者 刘净旖 摄

张岩在打理家门口的小菜园。

■文/图 本报记者 杨 光
中国武术是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的一张闪亮名片。近期，我市
少林德成武馆来了 7 名外国学
员，跟着馆长陈庆振学中国武术。

8月14日上午9点，河上街
景区的少林德成武馆门前，一队
学员正顶着烈日训练，其中7名
外国学员特别引人注目。他们身
着练功服，认真做着跑步、踢
腿、压腰、拉伸等热身动作，虽
然大汗淋漓，但没有丝毫懈怠。
陈庆振在旁边喊着口号，对他们
进行动作指导，时不时竖起大拇
指表扬。

“这些外国学员是7月底来武
馆的，要在这里训练三四周。”陈
庆振告诉记者，他们都是少林功
夫的爱好者，有多年训练经历，
一有机会就来中国学习提升。

56岁的米格勒来自意大利，
从事印刷工作。这是他第三次来
中国学武。米格勒告诉记者，他
特别喜欢中国武术，2000年陈庆
振去意大利教学时，就跟着陈庆
振学习。2010年，米格勒第一次
来中国就跟着陈庆振训练。

“在中国学习少林功夫，训练
更辛苦。很多动作在国外学不
到，也找不到好的老师指导。”米
格勒说。

39岁的皮特来自德国，曾在
中国学习、工作，是一名“中国
通”，目前在德国经营一家小型软

件公司。皮特告诉记者，2006
年，他在武汉大学留学期间接触
到少林功夫，从此就爱上了中国
武术，几乎每年都会抽时间来中
国学习。

“我去过中国很多城市，漯河
是第一次来。这座城市很干净，
也很美丽。这里的人生活状态很
轻松，并且很友好。我们训练之
余去逛街，很多市民会主动和我
们打招呼。”皮特说，他在德国教
了一批喜爱中国武术的学员，准
备明年带他们来漯河学习。

来自瑞士的阿琳娜今年 17
岁，4岁就开始了武术训练。她的
教练曾来中国学习少林功夫。来
中国学习是阿琳娜的梦想，今年
梦想终于实现了。“阿琳娜的17
岁生日是在我们武馆过的。大家
买来生日蛋糕，一起为她庆祝。”
陈庆振告诉记者，她主要是加强
基本功训练，并学习小洪拳等少
林武术套路。

陈庆振自幼习武，是少林寺
第三十一代弟子，曾在世界多个
国家和地区参与武术表演和武术
交流教学活动，为提高中国武术
的知名度作出了贡献。“每年都有
不少热爱中国武术的外国学员来
拜师学艺，其中不少人还成了武
术教练。”陈庆振说，中国武术在
世界各地受众越来越多，已经成
为中国在国际上知名度较高的文
化符号之一。

外国人来漯学功夫

■本报记者 朱 红
8 月 21 日，漯河突降大

雨。当天，召陵区城市发展服
务中心城管队员陈勇睿为商贩
打伞的举动，被市民抓拍并发
到网上。网友纷纷点赞、评
论、转发。

当天早晨6点半，陈勇睿
在辖区巡逻，行至人东三巷南
口时，发现一些流动商贩影响
了交通。他立即与其他城管队
员一起上前劝导。

这 时 ， 雨 突 然 越 下 越
大，一部分商贩没有雨具，
只能任由雨水淋湿。陈勇睿
便将手中的伞举到一位大叔
的头顶，为他遮挡大雨。那

一刻，大叔脸上露出了感激
的微笑。

当时，网友“幸福的一家
人”刚好路过看到这一幕，就
用手机拍了下来，并通过抖音
发布出来：“这是今天无意间
拍到的，让我很感动。召陵区
这名城管队员让人觉得人间到
处都有爱……”

“这是我们漯河城管！”
“为河南省漯河市召陵城管点
赞！”……随后，这条视频迅
速引发广大网友的热赞。

陈勇睿告诉记者，这些商
贩出来摆摊挣钱不容易。看到
他们没有伞，他就想着替他们
遮挡一下雨。

■本报记者 朱 红
8月 21日上午 10点，市

城市管理综合执法支队源汇大
队队员李洋在长江路与王屋山
路交叉口共享单车上捡到了1
套专业话筒和3套话筒收音设
备。

随后，李洋在微信朋友圈
发消息寻找失主。当天下午，
失主罗先生到市城市管理综合

执法支队源汇大队拿走了设
备，并向城管队员表示了感
谢。

捡到物品寻失主

城管雨中为商贩打伞

一对新人展示他们签字的结婚誓词卡片。

陈庆振指导外国学员练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