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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孙书贤

本报讯 昨天，本版报道了9岁孙攀磊
想有件棉衣的愿望。正在家中休养并进行
康复训练的“最美小学生”李美佳看到本报
的报道后，立即与记者取得联系，表示要帮
助孙攀磊实现这一心愿。

今年2月 22日傍晚时分，13岁的郏县
龙山街道迎宾街小学学生李美佳为救一对
小兄妹，被一辆汽车撞成重伤昏迷。经过半
年的康复治疗，10月20日上午，李美佳康复
出院。目前，她正在家中休养并进行康复
训练，并在一家补习班补习功课。

李美佳说，是家乡人给了她第二次生
命，她要把自己收到的捐款当作一笔爱心基
金，把家乡人的这份爱心传递给更多需要帮
助的人。昨天中午，李美佳与9岁的孙攀磊
来到郏县县城神路市场，她为孙攀磊买了一
件暖和的棉衣和一双棉鞋。

“最美小学生”传递爱心
9岁孙攀磊穿上新棉衣

本报讯 家住宝丰县肖旗乡丁岭村的13岁
女孩徐柯迪，父亲意外身亡，母亲精神遭受打击
离家。目前，她与6岁的弟弟跟着姑妈生活。

昨天上午 10时许，笔者在肖旗乡初级中
学见到了读七年级的徐柯迪。提起父亲，小姑
娘的泪水一下子流了出来。不过，坚强的女孩
很快擦去眼泪，告诉了笔者姑妈徐能的电话。

53岁的徐能告诉笔者，之前柯迪的母亲
患病，柯迪的父亲徐清杰四处打工赚钱维持一
家人的生活。今年9月6日，在广州打工的徐
清杰不幸遇难。柯迪的母亲遭受打击精神崩
溃，语无伦次地在村里转了几天后离家。“我的
四个孩子都在上学，又多了两个孩子，家庭负
担很重。好在柯迪很懂事，学习刻苦，每周回
来一次，还忙着帮我干家务。”徐能说，除了每
周20块钱的生活费外，柯迪从来不开口向她
要与学习无关的东西。

说起今冬的心愿，仍穿着网格凉鞋的徐柯
迪想了很久说：“我想有一双38码棉鞋和一副手
套，这样坐在教室里上课就不冷了。”（张苏英）

13岁女孩徐柯迪：
想要双棉鞋和手套

□本报记者 孙书贤

郏县安良镇狮王寺村73岁村民席天根因
病双腿截肢，靠双手撑地行走。艰难生存的同
时，他还要照顾智残的弟弟。

11月17日上午，记者到狮王寺村采访。席
天根和弟弟席显寄宿在外出打工的本家侄子
家中。屋内床上铺着单薄的褥子，一床被子看
起来很破旧。

席天根21岁时因从烟叶炕房里出来洗凉
水澡双下肢严重坏死，被迫截肢。父亲去世
后，席天根靠双手撑地行走，帮助母亲下田干
活、做家务。母亲患病生活不能自理，席天根
给母亲洗头、洗脚、喂饭喂药。母亲去世后，席
天根和弟弟相依为命艰难度日。

由于没有经济来源，席天根平时的生活开
支靠低保金来维持。他和弟弟所穿的衣服都
是好心人送的。至于今冬最需要些啥，席天根
老人说：“别的困难没有，就是想有床被子，这样
弟弟就能少挨冻了。”

73岁残疾老人席天根：
想有床被子

□本报记者 胡耀华

因腿有残疾，走路蹒跚，鲁山县尧山镇新
庄村 61 岁的胡老偏至今单身。11 月 17 日中
午，记者见到胡老偏时，满脸灰尘的他刚从地
里采摘山茱萸回来。

胡老偏人很瘦，背驼得厉害。“虽说今年山
茱萸便宜，可我快卖100块钱了。”他高兴地告
诉记者，这些钱虽然办不了大事，用来买盐还
是吃不完的。“原来没有吃低保，日子都是凑合
着过。现在我有了低保，比以前好多了。”

胡老偏弟兄四个都未成家，父母去世得
早，两个哥哥和一个弟弟近年来也先后离世。

胡老偏说自己衣服倒不少，就是没一件囫
囵的，有好心人送的，也有自己在路旁捡的。
记者问他眼下最需要啥，他笑着说，要是有件
过冬的新棉袄就满足了，“打记事起到现在，不
知道新棉袄穿着啥感觉”。

“他年轻时还行，现在年纪大了，身体也不
好，日子过得不容易。”同村的胡姓村民告诉记
者，山里气温低，天冷时胡老偏很少出门，穿的
吃的几乎全靠左邻右舍和亲戚帮忙。

孤寡老人胡老偏：
想穿一回新棉袄

今日订单

□记者 库艳敏

本报讯 石龙区人民路街道夏庄村贫
困村民闫套正家境窘迫，想要副助听器，
给智障的侄子要两套棉衣。昨天上午，市
残疾人辅助器具中心副主任朱代娟拨通
记者电话说：“我们中心要为这个残疾人
家庭解决助听器问题。”朱代娟表示，工作
人员将上门送助听器，并教会他们使用。

昨天一大早，市民邵丽芳联系本报表
示想帮一个贫困儿童圆梦，如果条件允
许，她还想长期资助这个孩子。邵丽芳
说，帮助别人，对自己的孩子也是种教
育。邵丽芳的丈夫是河南旭宏然律师事
务所负责人，生活条件较为宽裕。去年邵
丽芳就有了帮助一个孩子的想法，但她担
心上当受骗，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机会。

昨天本版报道了郏县长桥镇王庄村
的孙攀磊想要件棉衣的愿望，“这个没问
题，我回娘家的时候路过王庄村。”邵丽芳
说，从晚报上看到“温暖订制”公益活动报
道后，她感到圆梦的时候到了。邵丽芳的
想法得到丈夫的支持，他愿意与妻子一起
开车去看望孩子。邵丽芳说，她想帮助的
孩子不限于郏县，不限于自己方便，只要
有需要的都可以。

市民邵丽芳想长期
资助一名儿童

□记者 王春霞

本报讯 平顶山晚报、市妇联、市志
愿者协会联合开展的“温暖订制”公益活
动，引燃了爱心企业和市民的参与热情。
昨天，锦华整形医疗机构为活动捐赠20
件棉衣，一位女士为活动捐款100元。

昨天上午9时许，锦华整形医疗机构
负责人赵力军与工作人员将一大包棉衣
送到晚报热线办公室。赵力军说，这20
件新棉衣适合1.2米至 1.4米高的儿童穿，
希望能帮助需要棉衣的孩子实现心愿。
记者看到，这些棉衣枣红色，里子加绒。

昨天下午3点多，一位短发、身穿蓝
色工作服的中年女士来到晚报热线办公
室，为“温暖订制”公益活动捐款100元。
她说，这是她的一点心意，捐给需要帮助
的困难群体就可以了。工作人员问她姓
名，她不说，匆匆离去。

爱心企业捐赠20件棉衣
无名女士捐款100元

11月17日，一位头发花白的志愿者上门为低保户检修暖气片。
当日，新华区光明路街道体育场社区组织志愿者为辖区低保户、空巢老人送棉衣、棉被，免

费检修家中的取暖设施，帮助这些特殊的邻居安然过冬。 本报记者 李英平 摄

白发“小红帽”
上门送温暖

热心市民、企业争抢“温暖订制”订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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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杨岸萌

本报讯 11月 17日中午，市区一居民家
失火，租住在附近的保安许三河帮忙灭火，
并与众邻居将室内90岁的瘫痪老人抬到
安全地带。

许三河今年49岁，在市区湛北路西段
一家洗浴中心做保安。当天下午4时许，
同事看他一直咳嗽，才得知他救人的事儿，
便拨打了本报热线。

昨天上午，记者赶到市区湛南路与中
兴路交叉口附近中建七局一公司家属院了
解情况。许三河就租住在这里的一栋二层

小楼上。
许三河告诉记者，中午12点多，发现对

面居民楼中间单元四楼西户窗户向外冒烟
后，他连忙过去查看。失火居民家房门开
着，到处是浓烟，一位女士正拿着拖把扑打
卧室一台电视机上的火。“我问她电闸关了
没有，她说关了，我赶紧去端水泼火。火泼
灭后又和其他几个邻居一起把瘫痪在床的
老先生抬了出去。”许三河说，过来帮忙的不
止他一人，“大家都尽力了，没啥好说的”。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租户说：“我当时
正在家炒菜，抽油烟机声音大，没有听到喊
声。等我知道上去的时候，他（许三河）已

经把火扑灭了，我们四五个人把老先生抬
了出去。”

失火居民潘先生家门外有两把烧焦了
的拖把，卧室墙壁上黑乎乎的。潘先生说，
他父亲今年90岁，一年前因脑出血瘫痪在
床。“中午喂俺爸吃饭时，我打开电视看新
闻。”潘先生的妹妹说，之后她到厨房刷碗，
听见母亲在卧室叫了一声，过来一看，电视
着火了，冒着黑烟。“要不是邻居把俺爸抬
出去，烟气肯定会呛着他。”

潘先生说：“当时我没在家，俺妹妹自
己也背不动老父亲，真是太感谢这些邻居
了，要不是他们，都不知道会咋样。”

卧室电视着火 屋内浓烟滚滚

众邻居帮忙灭火抬出瘫痪老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