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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王春霞

本报讯 12月 12日，本报“温暖
订制”活动报道了叶县95岁抗战老
兵万三合需要一辆轮椅的消息后，3
家单位和一位市民拨打本报热线，表
示愿意帮老兵。最终平燃公司机关
支部第一党小组“抢”到了这份“订
单”，当天便将一辆电动轮椅送到了
老兵家中。

报道刊发的当天上午，平燃公司
的甄理先生首先打通记者电话，表示
公司一批党员干部准备捐款帮助这
位老兵。随后，市残联辅具中心也致
电记者，表示愿意为这位老兵送上轮
椅。当天下午，一位热心市民也拨打
记者电话要给老兵购买轮椅。

平燃公司机关支部第一党小组
行动迅速，组织捐款后，为老人购置
了一辆价值3000多元的电动轮椅。
当天下午3时许，党小组组长马淑娟
带领几位成员一起驱车赶往叶县龙
泉乡大何庄村的老兵家中，并购买了
大米、食用油、牛奶等礼物。“老爷爷，
我们来看您了，给您送轮椅，今后您
就可以出门到镇上转转了。”大家齐
动手，把老人扶上新轮椅，并教老人
如何使用。老人眼里含着泪花，脸上
露出了由衷的笑容：“你们这么关心
我，叫我咋感谢哩，我永远不会忘
记。”

95岁老兵
坐上了电动轮椅

□记者 库艳敏

本报讯 12月13日上午9时30分，3
位阿姨来到本报热线办公室，给“温暖
订制”活动捐款2600元。在登记姓名
时，3人互相推辞，谁也不愿意留下自
己的名字。在热线工作人员的劝说下，

最终登记了一位张姓阿姨的电话。
12月 14日，记者联系到了张阿姨，

她说这笔钱是她们姐妹四个捐的，其中
一人有事不能来。她们四人不是亲姐
妹，但关系很好，四人中她年纪最大，今
年72岁。四姐妹中有三人都没了老伴
儿，加上家也住得近，平常大家生活上

互相照应，还常一起结伴游玩。这些钱
是从去年开始大家积攒起来的，打算送
给需要的人。看到报纸上的“温暖订
制”活动后，她们决定捐出来。周六一
大早，三姐妹就乘公交车来到了报社。

“我们都不需要名声或是荣誉，只要把
钱用到正经地方就行。”张阿姨说。

4位阿姨捐款2600元

□记者 高红侠

本报讯 12月11日下午，市民张
先生夫妇带着棉被、棉衣和1000元
钱来到本报热线办公室，他们想为

“温暖订制”活动奉献一份爱心。
12月 11日下午3时30分，市民

张先生和妻子提着大包小包气喘吁
吁来到本报热线办公室。刚一进门
他们就问：“我们想参加‘温暖订制’
活动，请问是在这里吗？”张先生的
妻子说，他们在报纸上看到“温暖订
制”活动后，深受感动，前两天找人
赶制了两床新棉被。“这是我们家的
衣服，有人用得着的话，就送给他们
吧。”记者看到，张先生送来的有羽
绒服、保暖裤、毛呢大衣等，共16件
衣服，都是七八成新。临走之前，张
先生的妻子听说也可以给贫困家庭
捐款时，从钱包里掏出 1000元钱，
希望为有需要的贫困家庭再送上一
份温暖。

张先生夫妇
带来棉衣、棉被和
爱心捐款

□记者 孙书贤

本报讯 12月12日下午，市民陈
先生来到郏县渣园乡十里铺村第六
村民组残疾女童林巧福家，不仅给
她送来了棉被、棉衣，还给她送来了
爱心捐款。此外，还有多位爱心人
士给林巧福送来钱物。

12月9日，本报A4版以《6岁残
疾女童林巧福想盖新被子》为题，报
道了单身老人林文在公路桥下救起
一名残疾女婴，取名林巧福，今年6
岁的林巧福想要一条新被子。报道
发出后，正在郏县走访贫困学生的
上海爱心人士范剑平把林巧福的遭
遇和心愿通过微信告知了上海的朋
友，有两名爱心人士立刻通过银行
汇寄了2300元。我市爱心人士于
女士曾给郏县残疾老人席天根捐了
一床被子，由于老人已经接受了两
床被子的捐赠，在得知林巧福的事
情后，就让记者把这条棉被转送给
林巧福。远在深圳的张女士也致电
记者，于12月10日通过邮局向林巧
福寄来了爱心棉被。

家住市区的陈先生在 12 月 12
日下午2点风尘仆仆地赶到郏县，
在记者的陪同下来到了林巧福家，
给她送来了爱心棉被、棉衣，又拿出
500元钱塞到小巧福爸爸手中。陈
先生还表示，他要给林巧福办理一
张银行卡，对她进行长期资助。

市民陈先生表示
将长期资助
残疾女童林巧福

□记者 胡耀华

本报讯“这几天可热闹了，来他
家慰问的人一拨儿接一拨儿。”12月
10日下午，在鲁山县马楼乡宋口村，
提起梁俊德，许多村民都替他高兴。

今年88岁的梁俊德是一名革命
军人（本报12月2日曾报道），家庭贫
困。12月3日，鲁山县民政局局长刘
大刚得知此事后带着大衣、棉被、食
用油及 500 元现金前去看望了老
人。随后，我市及郑州市的不少爱心
人士也前去老人家里探望，并送去棉
袄、棉被、电热毯、耳暖、帽子以及
100公斤大米和50公斤白面等，还有
1000元现金。

“这么多好心人关心他，可他却
病倒了。”老人的侄子梁金林告诉记
者，可能是天太冷了，老人哮喘很厉
害。12月11日下午，记者前往鲁山县
第二人民医院看望老人。梁金林的
儿子梁二伟告诉记者，经检查，爷爷
心脏肥大，肺上还有囊肿，同时还伴
有严重的前列腺炎。12日上午，记者
从梁二伟处获悉，梁俊德老人已经转
到市第二人民医院接受治疗。

老兵梁俊德
被爱心包围
但其身体状况急剧变差

□记者 高红侠

本报讯“谢谢你们，大老远给我
送洗衣机。”12月11日晚上6点多钟，
低保户马桂兰拉着热心市民徐女士
的手感动地连声道谢。

马桂兰今年77岁，9年前老伴因
病去世，十几年前患精神分裂症的女
儿从楼上跳下，导致高位截瘫。马桂
兰拖着被病痛折磨的身体照顾女儿，
为了省水、省电，多年来，她一直坚持
用手给女儿洗尿布。如今年事已高
的她力不从心，希望有一台旧洗衣机
用（本报12月11日曾报道）。

此事见报的当天下午，在高新区
小营小学上班的徐女士给本报打来
电话，称她可以送给马桂兰老人一台
洗衣机。当天晚上6点多钟，天色已
晚，徐女士找人用车将洗衣机送到马
桂兰老人的家中，老人十分感谢。

徐女士告诉记者，看到马桂兰老
人对患病女儿不离不弃的事迹后，她
深受感动，刚好家里有一台洗衣机闲
置，“送给需要的人挺好”。

市民徐女士
送来洗衣机
马桂兰老人十分感谢

□记者 李霞

本报讯“晚报上刊登的王妈妈
不是想要个电油汀吗？我们现在就
去买……”12月 11日上午8点多，记
者刚一上班，就接到在市区平安大道
中段好凯龙家居生活广场上班的市
民郭春英的电话，她表示要为王妈妈
实现心愿。

王荣范今年72岁，家住平顶山
学院家属院。她与78岁的老伴裴春
明和35岁的儿子裴兴生活在一起，
一家三口三个病号。儿子小时候因
病引发轻微智障和右手残疾。3年
前，王妈妈患上了帕金森病，大小便
失禁，生活不能自理。去年10月份，
一向身体硬朗的老伴裴春明又被确
诊为尿毒症晚期。天冷了，想有一个
电油汀取暖是王妈妈的心愿（本报
12月11日曾报道）。

“这不是做梦吧！这么快愿望就
实现了。”12月11日上午11点多，在记
者的陪同下，当郭春英和她的同事张
彤一起，抬着一台崭新的电油汀以及
食用油、鸡蛋等物品敲开王荣范的家
门时，王妈妈很激动。

当天，还有赵先生等多位市民给
本报打来电话，表示愿意送给王妈妈
一台电油汀。

市民郭春英
送来电油汀
王妈妈一家今冬不再冷

□记者 王辉

本 报 讯 12 月 10 日上
午，记者来到市区联盟路春
光金世纪小区北院1号楼毛
春丽大妈家，毛大妈说，她
想要棉衣裤、棉鞋和被子。

毛大妈今年 66 岁，她
和老伴儿史大叔有一儿一
女，女儿出嫁后，家里就剩
她老两口和儿子了。史大
叔以清运垃圾为业，每月收
入800元，24岁的小史平时
打零工，无固定收入，一家
三口全吃低保。

当日上午11点多，记者
来到毛大妈家看到，昏暗的
客厅里摆着一台老式电视
机，客厅和厨房放置许多压
瘪的纸箱、矿泉水瓶、易拉
罐等。史大叔说，这些东西
都是他平时在清运垃圾时

捡回来的，攒多了好卖钱。
其间，毛大妈坐在卧室床上
默默无语。她满头花白头
发，上穿一件棉坎肩，下穿
一条浅色秋裤。史大叔说：

“我刚拉完垃圾回来，她还
没吃饭呢。”记者问：“是午
饭还是早饭？”史大叔答：

“早饭，我早上 4点半起床
拉垃圾，快11点才回来。”史
大叔说，多年来，毛大妈身
体一直不好，五六年前，又
患上了股骨头坏死和类风
湿病，现在四肢不听使唤，
生活不能自理。

记者看到史大叔衣着
单薄，问他是否缺少棉衣，
他说自己天天干活不怕冷，
倒是很想给妻子添点过冬
的衣服。毛大妈表示，她想
要一身棉衣裤、一双棉鞋和
一床棉被。

毛大妈想要棉衣裤、棉鞋和被子

□记者 牛超

本报讯 她是孤儿，自
幼跟着爷爷奶奶生活；她年
过七旬，老伴去世，与有病的
儿子相依为命。近日，新华
区新新街街道前进社区给
本报打来电话，希望为这两
户人家“订制温暖”。

12 月 12 日，记者来到
前进社区龙山小区 24 号
楼。两室一厅的房子不但
狭小，而且破旧。客厅墙壁
上张贴着诗诗（化名）的各
种奖状，有优秀班干部、三
好学生，还有文明标兵。诗
诗上学不在家，奶奶马桂玲
找了份打扫卫生的活儿，也
不在家，家里只有诗诗爷爷
和年近九旬的太奶奶。

诗诗爷爷尹平今年66
岁，是平煤神马集团五矿的
退休工人。据他介绍，诗诗
今年 15 岁，上初三。“5 年
前，诗诗的父亲突发心肌梗
死去世，一年后，其母也因
病去世。”尹平说，虽然他每
月有两千多元的退休金，但
因为几个老人身体都不好，
经常吃药，所以生活比较紧
巴。“孩子也不讲究，衣服大
都是亲戚给的，也有在爱心
超市领的。”偶尔，诗诗的奶

奶会在街头或夜市上花几
十元钱给孩子买身新衣服，

“这时候，孩子就像过年一
样，很开心”。

尹平说，天气越来越
冷，孩子的棉袄很薄，“前段
时间说想要一件羽绒服，我
一打听要好几百元，太贵
了，没舍得买。她平时的衣
服最贵的也就四五十元”。
尹平说，如果可以的话，他
想为孙女要一件羽绒服。

随后，记者又来到 23
号楼贫困老人李层的家。
老人今年74岁，家住一楼，
室内阴暗、杂乱，门口的院
里还堆着一些秸秆之类的
杂物，屋内的地上摊着一些
青菜、锅碗。老人说，老伴
已去世十多年，30 多岁的
儿子自小身体不好，常年吃
药。老人自己也有冠心病、
高血压，也是常年离不开
药。七八年前，她从外面抱
养了一个小女孩，如今已经
上小学三年级。“好在有个
低保，要不早过不下去了。”
老人的衣服都是在爱心超
市领的或是邻居给的。问
及老人的心愿，老人想了想
说：“一辈子没穿过新衣服，
如果有件有帽子的羽绒服
就好了。”

社区为孤儿、贫困老人“订制温暖”

她们需要羽绒服

今
日
订
单

张大妈需要一床被子
12月 11日上午，新华区矿工路街道幸福街社区居民

张青荣告诉记者，由于被子薄，晚上不在被子上多加些衣
服就会觉得很冷。据了解，张青荣已经74岁，为给丈夫看
病花光了家里全部积蓄，目前丈夫已经去世，家中一贫如
洗，衣服、棉被都是邻居送的。 本报记者 张鹏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