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嵩山路与长江路交叉口路东，树穴内绿
色胶带变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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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江西路与嵩山西支路交叉口向西约 200
米，辅道上有积水，影响通行。

大学路与太行山路交叉口向北80米，路
中间护栏倒地、移位。

解放路与湘江路交叉口，线缆垂落。

■文/图 见习记者 李慧莹
她照顾高位截瘫的丈夫、年迈的公婆

和年幼的儿女，用实际行动回馈乡亲。面
对家庭的不幸，她十几年如一日为爱坚
守，在逆境中一路前行。她就是被评为
2022年上半年“河南好人”、感动漯河
2022年度人物的高振霞。

她用爱温暖丈夫的心

“1995 年，我和会喜步入婚姻的殿
堂，次年就有了儿子，后来又有了女
儿。丈夫是一名养蜂人，需要去外地放
蜂。当时，他在外面放蜂，我在家带孩
子，日子过得很幸福。”9月 6日上午，
在郾城区新店镇，今年47岁的高振霞对
记者说。

当天上午，记者见到高振霞时，她正
在路边售卖无花果。记者跟随她进屋，看
见屋内有一张半卧位摇床、一张摆放着电
脑的书桌和一张餐桌，除此之外就是关于
蜂蜜的物品了。

2009年，高振霞带着一双儿女跟随丈
夫到湖南放蜂。一天，丈夫王会喜骑摩托
车不慎摔倒，被同行人员发现后拨打120
送往当地医院，被诊断为胸椎断裂，身体
多处骨折。

为了筹钱给丈夫治病，她将家里的
100多个蜂箱低价转让，带着东拼西凑的
二十多万元，以医院为家，开始了漫长
的求医之路。丈夫虽然经医院抢救保
住了性命，却高位截瘫。之后，她又陪
丈夫回到漯河，每天为丈夫翻身、按
摩，精心照顾。

“当时真的想一死了之，但放不下妻
子和儿女。”王会喜说，高振霞的爱温暖
了他的心。

自强不息开创甜蜜事业

“虽然遭遇意外是不幸的，但幸运的
是一家人在一起。只要人活着，就有希
望。”这是高振霞常说的一句话。

回到漯河后，高振霞一个人照顾丈
夫的日常起居。“丈夫需要照顾，一家老
小需要生活，还有治病欠下的外债要
还，我必须做点什么。”高振霞说，当时
老家还剩下几壶蜂蜜和几箱蜜蜂。于
是，她租了一间小房子，带着丈夫在马
路边卖起了蜂蜜。娘家哥哥做服装生
意，给她送来一台缝纫机。在照顾丈
夫、卖蜂蜜之余，她还做些手工活儿贴
补家用。

“这样的日子过了一年多。虽然很努
力，但还是入不敷出。我觉得零售不是办
法，必须寻找一些大客户。于是，我考了
驾照，开始开车给客户送蜂蜜。”高振霞
回忆道。就这样，从十家到20家，再到
100多家，她的蜂蜜销量逐渐增加。

王会喜的身体也在高振霞的精心护理
下，慢慢可以半躺半坐了。怕丈夫再想不
开，高振霞便给他买了一台电脑。王会喜
接触网络后，组建了一个2000多人的QQ
群，群里的爱心网友经常找他买蜂蜜，帮

扶他们一家。外甥还帮王会喜开了淘宝
店，让他在网上销售蜂蜜，一家人看到了
生活的希望。

蜜蜂养殖走出致富路

“2015年，我们卖掉了老家的房子，
在亲戚的帮助下，建了蜜蜂育种场。”高
振霞说。现在每天早上5点左右，高振霞
就起床了，安排好工人并干点活儿；9点
30分，工人离去，她才吃早饭；早饭后，
她要赶去十多公里外的4个蜜蜂育种场指
导技术；中午回家吃饭和短暂休息后，还
要和工人们一起装箱、发货，常常忙到晚
上11点多才能休息。

十多年来，凭借着坚强、乐观和勤
劳，高振霞的蜜蜂育种场规模从最初的1
个场地、十余个蜂箱，达到如今的4个场
地、1000余个蜂箱。她的蜂蜜在拼多多、
淘宝稳定月销量达2000单，好评过万，
一年收入30万元。不仅如此，高振霞还积
极带动农户养蜂，并提供就业机会。

“我们现在有3名固定员工，加上临时
工，每天需要6名工人，大部分是女性。”
高振霞介绍，工人每月工资2000多元，
且每年都在上涨。

高振霞用青春和行动谱写了一曲新时
代的赞歌。正因如此，高振霞被评为2021
年漯河“十佳市民”、2022年上半年“河
南好人”、感动漯河2022年度人物等。高
振霞家庭也被评为 2022 全国“最美家
庭”。

自强不息谋幸福
——访感动漯河2022年度人物高振霞

■文/图 本报记者 张玲玲
“来吧，先尝尝再买。”“不

用尝了，有‘河南好人’帮忙销
售，我们相信这梨的品质，给我
装两箱。”“我也要两箱。”9月8
日上午，召陵区翟庄街道梨园周
村一个梨园里格外热闹，不时有
路过的市民停车买梨。

眼下，梨园周村农户种植
的黄金梨喜获丰收，但由于销
售渠道不畅等原因，一些农户
种植的黄金梨滞销。“看着乡亲
们辛苦种植的黄金梨卖不出
去，我替他们着急，想尽力帮
他们一把。”“河南好人”周卫
兵说，当天，他联系了召陵区
茉莉幼儿园和享悦时光月子会
所，在梨园开展助农活动，共
销售1000多斤梨。为了保证梨

的品质，周卫兵一大早就来到
梨园帮忙采摘，又一一检查，
将个头大、卖相好的梨装进箱
子里，累得满头大汗，衣服也
被汗水浸湿了。

得知“河南好人”在助农
销梨，不时有路过的市民停下
来购买。“真是太感谢卫兵了，
帮我们解决了销售难题。”梨农
周国华说，“我们梨园里的梨都
是自然成熟的，梨核小、皮
薄，水分足、糖分高，吃起来
口感特别好。”

“梨园还有大约15万斤梨等
待采摘，如果过了成熟期就会掉
落，太让人心疼了。”周卫兵
说，希望能有更多的爱心人士伸
出援手，帮助梨农解决销售问
题。

梨农愁销路
“河南好人”来帮忙

高振霞检查蜂箱。

■文/图 本报记者 齐国霞
“老年人打牌我没意见，但占据道路

打牌，影响人们正常通行就说不过去
了。”9月6日上午，市民刘女士向记者
反映，市区海河路与泰山路交叉口东北
角，多张牌桌把非机动车道堵得死死
的，无论是行人还是非机动车都无法通
行。

当天上午10时许，记者来到现场看
到，在海河路与泰山路交叉口东北角的
乐道上，摆着两张牌桌，每张牌桌前都
有几个人在打扑克牌，还有一些围观
者。这两张牌桌占据了乐道，堵死了人
行道。还有一些打牌的人把电动车直接
停在乐道上。

记者注意到，此处的乐道是为了
分流路口的通行压力而设。从海河路
由东向西，道路中间没有设置直行
或 右 转 的 非 机 动 车 道 。 也 就 是 说 ，
行人和非机动车只能走乐道。由于乐
道被打牌者占据，一些行人和非机动

车只好走机动车道。
“为什么不找个僻静的地方打牌，

而非要把牌桌设在道路上？”当记者询
问正在打牌的人时，他们只是扭头打
量一下记者，并不理会，然后继续打
牌。

附近小区的一位居民说：“好像几个
月前路上就有这个牌场，有时有三四张
牌桌。曾经有行人因为影响通行和他们
理论过，但这些打牌的人每天仍然占据
着道路。”

采访中，无论是从此经过的路人，
还是在附近居住的群众，大家普遍认为
这个马路牌场不但影响交通，存在安全
隐患，而且很不文明，希望有关部门早
日取缔，还路于行人。

马路牌场 影响交通

本报讯 （记者 郝河庆） 9
月 9日上午，市市场监督管理
局、市消费者协会联合燕语茶
馆开展的“捐书筑梦”公益活
动正式启动。

活动现场，市市场监督管理
局、市消费者协会组织干部职工
捐赠图书400余册，涵盖启蒙教

育、品德教育、科普知识、漫画
卡通、儿童文学、哲学、历史
等。

据悉，此次“捐书筑梦”公
益活动将持续至9月24日。本次
活动结束后，主办方将携手云南
省关爱学生公益团队，把捐赠的
书籍寄给山区中小学生。

关爱云南山区学生

我市发起“捐书筑梦”公益活动
本报讯（记者 朱 红）9月8日，市

慈善总会联合河南省豫垚种植专业合作
社，将价值5000元的粉条、洋葱、冬
瓜、白萝卜等爱心物资分别捐赠给漯河
市召陵广济精神病院、郾城区特殊教育
学校和万安医院。

在郾城区特殊教育学校，市慈善总
会相关负责人详细了解了孩子们的学习
和生活情况，并勉励孩子们坚强面对生
活，加强训练，早日康复，服务社会。
郾城区特殊教育学校校长邱新会说：“我
们将积极教育引导孩子们回报社会，将
这份爱传递下去。同时，进一步搞好教
育和康复工作，以实际行动回报社会各
界爱心人士的关爱。”

市慈善总会相关负责人表示，市慈
善总会将积极联系爱心企业和爱心人士
做好慈善工作，让慈善的暖阳惠及更多
困难群众。

爱心传递
金秋送暖

9 月 10 日
上午，我市下
了 一 场 大 雨 ，
室外空气凉爽
湿润，黄山路
上的黄山栾叶
子 已 经 发 黄 ，
秋天的气息越
来越浓。

本报记者
杨 光 摄

这两张牌桌堵死了乐道。

一一检查后，周卫兵（右一）把梨装进箱子里。

■本报记者 杨 光
9月 8日，市救助站工作人

员带着礼物，到信阳市息县回
访被救助对象魏艳丽，了解她
回家后的生活情况。魏艳丽于
2014年走失，当年10月在临颍
县被救助，2021 年 4 月通过
DNA比对技术找到了家人。记
者了解到，为了持续提升生活
无着流浪乞讨人员救助服务质
量，做好源头预防和流浪乞讨
人员回归稳固工作，近期，市
救助站通过多种方式对返乡流
浪乞讨人员开展回访活动。

当天上午，在息县项店镇一
家超市门前，被救助对象魏艳丽
早早地和父母一起出来迎接大家
的到来。记者看到，魏艳丽父母
开的这家小超市生意很好，魏艳
丽身体健康，满面笑容，还能和
熟悉的工作人员攀谈，询问救助

站如今的情况。
“看到她跟着你们生活这么

幸福我们就放心了，今后一定注
意多和孩子沟通，不要让她情绪
波动，避免她一个人外出。”市
救助站站长谷远对魏艳丽的父亲
说。

市救助站信息科科长柳世阳
介绍，一些流浪人员返乡后，由
于多种原因又出现外出流浪的情
况，这给救助工作带来很大压
力。为了破解这一难题，近年
来，市救助站建立工作台账，每
年通过多种形式对返乡流浪乞
讨人员进行回访，详细了解他
们返乡后的生活情况、身体状
况，并对生活困难的人员进行
重点帮扶，帮助他们解决生活
中的实际困难。今年，市救助
站已经走访重点流浪乞讨人员
30多人次。

爱心救助“回头看”
真情回访暖人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