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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李霞/文 李英平/图

本报讯“调台按这个键，看
看会不会？”昨天上午11点多，80
多岁的老妈妈汪素梅在家电维
修师傅黄晓堂的帮助下调试电
视机，当看到清晰的电视节目
时，老人十分高兴（上图）。

汪素梅家住新华区西市场
街道三七街社区三环佳苑小区，
老伴早年去世，多年来，她一直
与患有精神疾病的儿子相依为
命。她了解外面世界的渠道，就
是儿子捡来的一台巴掌大的收
音机，有一台“只要能看清人影，
有声音就中”的旧电视，是老人
的冬季心愿（本报 11 月 27 日 A4

版报道）。
“这还有一台小的呢！母子

俩一人一台，省得争。”一同来的
社区工作人员宋晓丽又从旁边拿
出一台杂志大小的移动小电视让
记者看。宋女士告诉记者，事情
见报的当天下午，就有一位40多
岁、戴眼镜的中年男子带着刚买
的移动小电视来到汪素梅家，一
直到教会母子俩如何使用后才
离开。老太太几次问他名字和
工作单位，对方始终不说。

事情见报的次日，在市区建
设路西段鹰城广场附近上班的
娄先生就将自家一台 21英寸的
彩电送到了报社，委托记者给老
人送去。娄先生的朋友黄晓堂

在市区长青路中段开了一家家
电维修部，得知此事后，当即表
示可以免费上门安装调试。

昨天上午10点多，当记者与
三七街社区的工作人员带着娄
先生送的电视机来到汪素梅家
时，先赶到的黄晓堂已经在屋里
开始忙活了。“好，真好，这么多
人来帮忙！”眼看着心愿实现了，
汪素梅老人激动得几次双手合
十，向众人表示感谢。

另据了解，在市口腔医院工
作的陈常山、在河南城建学院工
作的张锋建以及市民陈女士也
给本报打来电话，表示可以给汪
素梅捐献一台电视机，帮助老人
完成心愿。

一大一小两台彩电 老妈妈心愿实现

□记者 吕占伟

本报讯 昨天下午记者刚上
班，一位身穿蓝色劳动布外套、
40多岁的齐发大姐急匆匆赶到
本报热线办公室，掏出200元钱
递到工作人员手中，说想给刘顺
德老人的老伴儿添床棉被。

68 岁的刘顺德租住在市区
凌云路北段高皇花园附近，家庭
不幸，一双儿女有些智障，72岁的
老伴儿李秀梅又患上了脑梗死，
刘顺德平时靠在附近小区打扫卫
生勉强养家。最近，他接受本报
记者采访时表述了他的心愿——
屋里冷，想给老伴儿添置棉衣棉

被（本报昨天A2版报道）。
“刘顺德一家很可怜，我收

入也不高，这些钱就留给他的老
伴儿添床棉被吧！”说话间，蓝衣
大姐眼眶湿润了。“别留我的姓
名了，我还要赶着上班。再见！”
蓝衣大姐婉拒了记者的进一步
采访，匆匆离去。

蓝衣大姐送来200元 想给刘顺德老伴儿添床棉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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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与6岁的弟弟跟着姑妈生
活。11月 19日，晚报报道了徐柯
迪希望今冬有一双棉鞋和一副手
套后，引来市民争相“送温暖”。

昨天上午11时，笔者带着热
心市民给徐柯迪买来的两双新棉
鞋和两双袜子、三副手套，赶到肖
旗乡初级中学。见到笔者带来的
棉鞋、手套等，徐柯迪感激地说：

“谢谢好心的叔叔阿姨们，穿上暖
和的棉鞋，我心里感到特别温
暖。”据了解，11月19日下午，肖旗
乡初级中学校长李俊超看到晚报
报道后，也为徐柯迪买了一双棉
鞋和一副棉手套。

“我已经有一双棉鞋了，这两
双棉鞋能不能给没有棉鞋的同
学？”笔者临走时，徐柯迪突然说，
她想把叔叔阿姨们的爱心传递给
其他贫困同学。经过商议，徐柯
迪决定把一双棉鞋转送给该校八

年级的贫困女生马禾苗同学。
该校政教处主任曹会阳向笔

者介绍，13岁的马禾苗家境贫困，
但学习十分刻苦，每次考试都是
年级第一名。说话间，老师叫来
了仍穿着单鞋的马禾苗。她穿上
徐柯迪递上的新棉鞋，非常高
兴。“穿着正好，太暖和了。”马禾
苗开心地对笔者说，徐柯迪把叔
叔阿姨们的爱心分给了她，让她
很感动，她将来也要做个传递爱
心的人。 （张苏英）

徐柯迪：穿上暖和棉鞋 不忘传递爱心

□本报记者 王辉

11 月 28 日中午，叶县龙泉乡
莫庄村村民董晓娜做午饭时，终于
有两斤菜油可以炒菜了，这是丈夫
莫长江赊来的。

当天中午 12 点多，记者一行
四人来到莫长江和董晓娜夫妇
家。40岁的董晓娜告诉记者，她
有两个女儿一个儿子，全家五口
人，共有四亩地。42岁的丈夫莫
长江身患强直性脊柱炎十多年了，
一顿饭还吃不完一个馒头，一星期
却要吃六七十元钱的药，走路的力
气都没有，更别提干活了。小女儿
莫文旺，6岁半，一出生就患了脑

瘫，至今走路一摇三晃，需要经常
到医院做康复、语言等多方面的训
练治疗。儿子莫晨熙，3岁半，患
先天性室间隔缺损，治疗后康复。

“今年想着收了玉米卖钱后给
二妮儿看病哩，谁知道10亩地（另
外承包他人6亩）就收了三四百斤
玉米，本钱都收不回来。”董晓娜
说，这些年，他家几口人接连患病，
亲戚邻居的钱借了个遍，银行也贷
过款，现在不但治病的债没还，就
连化肥钱都欠了三四家，好几年没
还了。董晓娜说，他们一家人穿的
衣服都是别人送的，没啥好赖，就
是没钱买油吃，希望有两壶食用油
改善一下生活。

董晓娜：希望有两壶油改善生活

□本报记者 胡耀华文/图

“老了，一到冬天就特别怕
冷。”11月 30日下午，在鲁山县马
楼乡宋口村，88岁的梁俊德告诉
记者，因为缺少衣被，一到冬天就
觉得特别冷。

梁俊德曾经有过辉煌的过
去。记者在梁俊德保存的“中国
人民解放军复员建设军人证明
书”和“革命军人证明书”上看到，
老人1949年 5月参加中国人民解
放军，先后在第42军 124师371团
和第 52军 214师 64团服役，并荣
获三等功一次。

老人告诉记者，他入伍时间实
际是 1948 年，入伍后不久就参加
了东北战役，是一名炮兵。老人还
拿出三枚保存完好的纪念章，分别
是解放东北纪念章、解放华中南纪

念章和解放华北纪念章。
“打恁多仗，最难忘的是在朝

鲜战场上。”老人回忆说，因为当时
的战斗太残酷了，大家都叫上甘岭
为“伤心岭”。就是在攻打上甘岭
那一年，梁俊德耳朵被炮弹炸聋，
至今听力不好。1956年，梁俊德从
部队复员回乡，一直没有成家，跟
着一个家境贫寒的远房侄子生活。

记者在老人的房间里看到，床
上的被子又旧又薄。老人说，虽然
每月也有300多元钱的补助金和
60元钱的养老金，但因身体不好，
天天离不开药，这些钱基本没有剩
余。记者问老人最大的愿望是什
么？老人说，希望能到朝鲜去看
看，因为他很想念在那里长眠的
战友。至于眼下的心愿，老人想
了想说，就是希望能穿得不冷、盖
得不冷。

老兵梁俊德：希望穿得不冷盖得不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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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订
单

市工商局干部张建生同志，于2014年 11月 30日 19

时40分，因病去世，终年56岁。兹定于12月3日上午8

时30分，在市殡仪馆一厅举行遗体告别仪式。望生前

友好届时参加。

妻：张立华 携

子：张旭 媳：陈媛媛

2014年12月2日

讣 告

泣告

◀老人向记者展
示作战纪念章、“中国
人民解放军复员建设
军人证明书”和“革命
军人证明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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