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报名参与方式
●拨打晚报热线电话4940000
●登录晚报企业QQ800019008留言

●@平顶山晚报@平顶山晚报新周刊
●通过平顶山新闻网或平顶山微报报名

A4 2014.12.17 星期三本市·市区
编辑 王会静 E-mail：whj@pdsxww.com 首席校对 刘跃勤

□记者 孙书贤

本报讯 昨天上午，郏县女孩王迪收
到了爱心人士的300元爱心捐款。

生父病逝，继父患重病，郏县安良镇
张庄村11岁女孩王迪希望有棉衣穿，有棉
被盖（本报12月12日曾作报道）。昨天上
午，受郏县经三路南段家乐福购物中心张
川川委托，记者将他的300元捐款交给王
迪，让她买棉衣棉被御寒。

王迪收到爱心捐款
□记者 杨岸萌

本报讯“前两天有人给我和小琳送
来两件棉衣。谢谢好心人，谢谢你们。”12
月 15日，79岁的朱老太太在电话中对记
者说。

因为家中接连遭遇变故，家住市区
茂源街中段的10岁小姑娘小琳和姥姥朱
老太太相依为命，两人靠姥姥经营小卖
部为生，但因为附近新开了大超市，小卖

部生意越来越不景气，小琳和姥姥希望
今年冬天能添件棉衣（本报12月12日A4
版曾作报道）。

“上星期五（12 月 12 日）下午，一位
40多岁的女士骑着电动车送来了两件衣
服。我问人家姓啥叫啥，人家不愿意
说。”朱老太太说，“我的衣服穿着合身，
小琳的个子小，衣服穿着有些大，不过明
年就可以穿了。无论如何也要谢谢送我
们衣服的人，也谢谢你们。”

小琳和姥姥收到爱心女士送的棉衣

□记者 胡耀华

本报讯“我有新棉袄穿了，冬天不会
冷了。”昨天上午，在鲁山县尧山第一小
学，接过记者转交的红色棉袄，10岁的王
民丽高兴极了。

王民丽家住鲁山县尧山镇关帝庙村，
母亲多病，父亲在一家景区做清洁工，全

家每月收入仅几百元，供养王民丽和哥哥
上学。拥有一件红色新棉袄成了王民丽
最大的心愿（本报12月1日曾作报道）。12
月7日，市区杨女士将一件红色的新棉袄
送到本报热线办公室，委托晚报交给王民
丽。

昨天上午，记者带着这件红棉袄来到
王民丽家。

“上周末还来了一家三口，将王民丽
带到学校附近一家超市内，购买了一身衣
服和学习用品。”尧山第一小学校长宋胜
利告诉记者，两天前，市区另一位女士也
给王民丽寄来了一件棉袄。

“这些棉袄都很好看，我都很喜欢。”
王民丽告诉记者，有了这些棉袄，今后几
年她都不会再冷了。

10岁女孩王民丽收到3件新棉袄

□本报见习记者 张静

12月 15 日上午 10 点多，记者来到卫
东区平煤神马集团十矿家属院 9号楼 17
号，见到了刚刚发完传单回家的姬俊杰。

姬俊杰今年43岁，与丈夫离婚后独自
带着两个女儿生活。大女儿今年15岁，在
平顶山教育学院读幼师专业。小女儿 7
岁，在东环路小学上二年级。

姬俊杰没有固定工作，现在家庭的主
要收入来源是靠她打零工。“打扫卫生、发
传单都干过。能干啥就干啥。”她说。

“一个月能挣多少钱？”记者问。
“不固定，上个月挣了225块钱。”
“够一家人的开销吗？”
“肯定不够。不过有低保金，俺妈俺

妹她们还经常接济俺娘仨。”她说。
记者注意到，不到50平方米的房子虽

然陈设简陋，但是打扫得非常干净。卧室
里只有一张双人床，床上有两床薄棉被。
姬俊杰告诉记者，大女儿平时住校，周末
回来时母女三人就挤在一张床上睡。

“天越来越冷，想添床棉被，再给大女
儿添件棉衣，女儿大了不能再穿得不像
样。要是谁家有旧衣服不想要了给俺也
行，或者有手套帽子都行。小女儿还小，
可以捡旧衣服穿。”姬俊杰说。

单亲妈妈想给女儿添件棉衣

□本报记者 高红侠

30多年前，丈夫遭遇意外去世，杨妞娃独
自将几个子女养大成人。如今，她和小儿子生
活在一起，为减轻小儿子的负担，她经常捡破
烂补贴家用。

杨妞娃今年79岁，家住市区矿工路西段
建设街小区13号楼。12月 15日下午，刮着大
风，记者前去采访，杨妈妈一个人在家。屋里
没有暖气，她穿着一件单薄的棉袄，里面套了
好几件衣服御寒。“老了，衣服没啥好赖。”她
笑着说。

杨妞娃的丈夫生前是平煤神马集团三矿
职工，两人育有三子一女。33年前丈夫遭遇
意外去世后，她拉扯几个孩子长大成人，如今
她和小儿子生活在一起。小孙子出生不久就
被诊断患了癫痫，一家人四处凑钱求医，欠下
不少外债。杨妈妈说，直到一年前，小儿子才
有了稳定的工作，这之前，小儿子和儿媳一直
靠打零工维持生活。为减轻儿子的负担，杨妈
妈经常捡破烂补贴家用。几年前，新华区光明
路街道建设街社区工作人员为她和小孙子办
理了低保。

“俺孙子不犯病时还行，一犯病他妈就没
法上班。”杨妞娃伤心地说，小孙子今年9岁，
上小学三年级，每天要服用定量的药物。去
年，杨妞娃突发脑梗、中风，导致嘴歪。为了省
钱，她只买了一些口服药在家养病。“现在一个
月光吃药我就得二三百块钱，都是俺亲戚和儿
子帮着买的。”

记者看到，杨妞娃和儿子一家住着一套四
五十平方米的老房子，她床上的棉被摸起来棉
絮有些发硬。至于目前最需要什么，杨妈妈有
点不好意思地说：“当然是一床被子，俺这被子
已经用二三十年了。”

79岁杨妈妈想添床棉被

□本报记者 李霞

寒风中，他坐在一个小马扎上，弯着腰修
一双高跟皮鞋，每隔一会儿，就搓一搓冻僵的
双手。12月 12日，记者在新华区西市场街道
三七街社区三环佳苑小区南门附近看到了51
岁的修鞋匠汪志国。

汪志国是鲁山县辛集乡肖老庄村人，幼时
因患小儿麻痹症双腿残疾。多年来，独自一人
生活的他一直靠修鞋维持生活。去年2月，他
在三环佳苑小区租了间平房，开始在小区门口
支摊修鞋。

“他在这儿连个亲人也没有，生活很不容
易。”三七街社区工作人员宋晓丽说，汪师傅修
鞋技术好，价钱也公道，居民平时都爱来他这
里修鞋。

“只要不刮风下雨，他都会在这里出摊。
生意好时，一天能挣个三四十元，生意不好时
一天也不见开张。这么冷的天，咱们坐在屋里
还觉得冷，可双腿残疾的他天天风刮日晒的，
看着让人心里不好受。”小区门卫李艳平说。

记者问他缺不缺过冬的衣物，汪师傅很不
好意思地说：“前几天，小区里有个好心人送给
我一件棉衣，够穿就中了。”

他想要一条厚些的棉裤和一个保温水壶。
“我身上的这条毛裤已经穿七八年了，

不暖和。坐这儿修鞋时间长了，腿冻得发麻。
这附近的人特别好，平时经常有人给我送水
喝，可现在天冷，送来的热水放一会儿就凉了，
要是有个能保温的水壶就好了。”

残疾修鞋匠想要
棉裤和保温水壶

今
日
订
单

12 月 15 日，行人从市区和平路商业
步行街一家打着清货招牌的商店前经过。

圣诞节和元旦一天天临近，记者当天

在市区街头看到，商家纷纷推出年终清
仓、让利优惠等促销活动。

市消协有关人士提醒消费者，面对商

家推出节日促销活动，要仔细了解商品信
息、促销内容，谨慎选购，理智消费，按需
购买。 本报记者 李英平 摄

岁末商家忙促销 你要HOLD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