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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高红侠

本报讯 昨天上午11时许，市民刘弘女士
来到本报热线办公室，代表家人将2000元钱

捐给由平顶山晚报、市妇联和市志愿者协会
共同开展的“温暖订制”活动，希望为晚报报
道的贫困家庭添置一些过冬衣物或物品。

刘女士说，两天前，她与妹妹等家人商量

后，决定为本报“温暖订制”活动报道的贫
困家庭奉献一份爱心。“咱们都有家人，看
到那些贫困的人受冻，很同情。”刘女士说，
他们只想尽自己的绵薄之力，帮这些贫困

家庭度过寒冷的冬天。
记者了解到，刘弘女士一直致力于公

益事业，多次为公益活动捐款，向市爱心救
助超市捐赠衣物。

市民刘弘为“温暖订制”捐款2000元

□记者 高红侠

本报讯 昨天上午，市民周
女士来到本报热线办公室，为参
与“温暖订制”活动的鲁山县瀼
河乡陈圪垱村村民江孩及其家
人捐款500元。

周女士今年 65岁，家住市
区南环路，是一名退休职工。从
报纸上看到江孩一家的困境后
非常同情，昨天特意转乘几路公
交车赶到报社来捐款。“这是我
的一点儿心意，希望对他们有所
帮助。”周女士说，一个人的力量
是有限的，但大家齐心协力，一
定能帮他们渡过难关。

周女士给江家
捐款500元

□记者 胡耀华/文图

本报讯“这叫俺咋感谢您呢？今天晚上
就不会再冷了。”昨天上午9时许，鲁山县瀼河
乡陈圪垱村 73岁的杨伏老人收到了当地民政
部门送去的棉被（右图）和救助金。

4 年前，杨伏的儿媳妇因病去世。两年
前，杨伏的老伴病逝。杨伏的儿子江孩下肢残
疾，家中3个孩子尚小，日子过得特别艰难（本
报 12 月 10 日曾作报道）。12月 10日下午，舞
钢市一女士致电记者，说她家有几床闲置的棉
被，打算近日亲自送到江孩家。此外，市区一
女士也表示愿意购买棉袄寄给江孩一家。

“12月 10日下午，市区几位好心人给俺送
来了些衣服。”江孩的母亲杨伏告诉记者，有这
么多好心人关心他们，她很知足。

昨天上午，鲁山县民政局及瀼河乡民政所
有关负责人给江家送去两床被子和2000元救
助金。陈圪垱村两委会负责人表示，回头想办
法解决江家的房屋门窗及室内粉刷问题。

鲁山县瀼河乡一家五口得到救助
好心人送棉衣棉被 当地民政部门也上门

□本报记者 杨岸萌

小小的门面房前放着几个废弃的陶瓷
洗手池，里面种着青菜；斑驳的屋门前，摆
着几十块蜂窝煤；门上方铁框上泛黄的塑
料门帘在风中哗啦啦响……这是 12月 10
日 11时许，记者在市区茂源街中段小琳姥
姥的小卖部前看到的景象。

屋子里，一个蜂窝煤炉摆在中间，一位
头发花白的老太太坐在一旁，周围是货架
和破旧的柜台，上面摆放着一些小商品。

“今天风太大，没生意，可也不能关
门。我穿得厚，也不是很冷。”老太太姓朱，
今年79岁，与外孙女小琳相依为命。

朱老太太告诉记者，小琳出生不久，因
家庭出现变故，嫁到南阳市社旗县的女儿
带着小琳回到娘家。当时她和老伴经营着
小卖部，女儿在超市打工，日子还凑合。
2012年5月，女儿突发疾病去世；今年6月，
老伴也因肺癌去世，治病花光了家中积蓄。

因为附近新开了大超市，朱老太太的生
意越来越不好。记者问老人目前最缺什么，
她说：“我啥也不要，等会儿你问小琳吧。”

很快，10岁的小琳放学归来，身上穿
着棉袄，脚上却穿着单鞋。放下书包，她
赶紧走到蜂窝煤炉边，把手放在煤炉烟囱
上取暖。

随后，小琳应记者要求一起上了二

楼。十几平方米的屋间内放着面缸、锅碗
瓢盆等东西，还有一张床和一张桌子。“我
和姥姥睡一张床。”摸着床上唯一的一床棉
被，小琳说。

“天冷了，你最需要点什么？”记者问。
“我想要件粉色的羽绒服，一双棉靴。”

小琳低着头说，去年的棉鞋穿破了，脚又长
了，穿不了旧鞋，所以到现在她还穿单鞋。

“阿姨，可不可以也给我姥姥一件衣
服？她每次穿衣服都要找好久，但还找
不到要穿的，衣服也都很旧了。”在采访的
最后，小琳凑近记者小声说。记者了解
到，小琳身高 1.3米，体重25公斤，穿36码
的鞋子。

孤儿小琳想为姥姥和自己要件棉衣

□记者 王春霞

本报讯 叶县95岁的抗战老兵万三合
曾经在抗战中受伤，几年前又摔坏了膝盖，
如今只能靠两把破椅子一步一挪地行走。
近日，关爱抗战老兵平顶山群的志愿者向
晚报求助：“老兵很可怜，能否参加‘温暖订
制’活动，‘订制’一辆轮椅？”

万三合老人家住叶县龙泉乡大何庄
村。他19岁当兵，被编入国军40军106师，
在抗日战争中参加过多次战役，后因腿部
受伤回家务农。

12月 5日下午，记者在万三和家中看
到，老人的儿子万留根和妻子在院子里用
机器剥玉米，老人坐在旁边晒太阳。万留
根说，由于旱灾，今年玉米收成不好，玉米
穗又短又小，卖不了几个钱。

万家的3间平房破旧不堪，老人住在
东边一间房里，床上堆着破旧的棉被和衣
物。因为行动不便，床头还放着一把尿壶。

万留根说，父亲抗战时腿部受伤，走路
本来就不灵便，几年前又摔坏了膝盖，卧床
多年。现在勉强能起来了，但身子直不起
来，只能拄着两把椅子来回挪动。由于家

里穷，他一直未能给父亲买辆轮椅。
记者这才看到万三和老人坐着一把破

烂的小靠椅，身旁还放着一把同样的破椅
子。他给记者演示了自己是如何“走路”
的：先挪动屁股坐在身旁的椅子上，再把刚
才坐的椅子搬过来，放在身子另一侧。就
这样，他的身子随着椅子的位置交替移动。

采访过程中，万三和老人自始至终没
有抱怨一句，也没有为自己提出任何要求。

随行的志愿者对记者说：“如果老人能
有一辆手摇式轮椅，就能在院子里来回走
动，也能出门了。”

95岁抗战老兵需要一辆轮椅

□记者 孙书贤

本报讯 生父病逝，继父又患重病，家
中一贫如洗，靠政府救济粮维持。郏县安
良镇张庄村11岁女孩王迪希望有棉衣棉
被过冬。

12 月 11日中午，记者来到王迪的家
里。这是个没有围墙的农家院，3间破旧
的平房，外边一间小棚子是厨房，中午放
学归来的王迪正在灶台前烧柴做饭。

邻居告诉记者，2003年，王迪的生父
病逝，给王迪母女留下了一笔外债。后
来，妈妈带着她改嫁给本村村民王付平。
2012年，王付平被查出患上血小板减少
症，为治病，家里值钱的东西都卖光了。
王迪的哥哥今年读初中，由于家中无力承
担他的生活费，无奈已辍学。

王付平告诉记者，由于连种子都买不
起，今年秋收后他家在镇政府的救助下才
种上了小麦。前段时间他的病情加重，妻
子庞大香含泪把粮食卖了给他买药，弄得
现在过日子要靠救济粮来维持。由于没
有钱买煤球，妻子就拾来木柴烧火做饭。

朱洼小学校长朱自晓说，前几天，王
迪还穿着一双单鞋，班主任老师把自己女
儿的鞋送给了她。姑姑看她穿着单衣，也
把女儿的一件棉衣给了她。

王迪家当天的午饭是稀面条，面条里
下的青菜是好心邻居送来的。记者问王
迪眼下最需要什么，这个腼腆的女孩怯生
生地说：“叔叔，我想有棉衣棉被。”

生父去世继父患重病

11岁女孩王迪
好想有棉衣棉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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