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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孙书贤

一名 14 岁的少年身患脆
骨病，多年来，他坐着轮椅求
学。昨天上午，记者在郏县茨
芭镇吴寨小学采访了“玻璃少
年”尹杭杭。

尹杭杭出生在茨芭镇吴
寨北村，2岁那年开始，他轻轻
摔倒在地都会骨折，一年下来
竟骨折20多次，被郏县人民医
院确诊为脆骨病，俗称“玻璃
人”。此后，父母带着他四处求
医问药，但均无明显疗效。

由于屡次骨折，尹杭杭 6
岁时双腿已严重弯曲，无法行
走，爱动的小杭杭就用双手摁

着凳子挪动。父母怕他上学
时再发生意外，就买来幼儿园
书籍，在家陪他自学。

8岁时，小杭杭央求父母让
自己上学，但没有学校愿意收
他。2008年秋季开学，小杭杭
独自摁着凳子艰难地挪到吴寨
小学，请求学校老师收下他。
吴寨小学校长王进法被他的求
学精神打动，便收下了他。经
过测试，尹杭杭居然超过了一
年级所有学生的成绩，直接进
入小学二年级学习。

入学后，妈妈许慧娜每天
用自行车接送小杭杭上下学。
2013年，许慧娜省吃俭用给他
买了一辆轮椅，13岁的尹杭杭

独自坐轮椅出行。
昨天上午，记者来到吴寨

小学时正好是课间，尹杭杭被
几名同学推出教室，在教室门
前，他和同学玩猜拳游戏，欢笑
声不绝于耳。

“我虽然坐着轮椅，但生
活得很快乐，每天都有朋友上
门陪我学习、玩耍。”尹杭杭告
诉记者。

当记者问他的理想时，他
不假思索地说：“我对电子维修
很感兴趣，希望将来能在电子
行业有所成就。”

采访最后，王进法告诉记
者，尹杭杭聪明好学，成绩一直
名列前茅。

“玻璃少年”尹杭杭的阳光生活

本报讯 昨天上午，宝丰县
商户李辉驾车来到宝丰县社会
福利中心，为生活在这里的老人
和孤儿送上米、面、食用油及鸡蛋
等物品。

当天上午10时许，笔者来到
该县社会福利中心大院时，李辉
与两名员工正在从车上往下搬运
米、面等物品。李辉告诉笔者，他
了解到县社会福利中心住的都是
无家可归的老人和弃婴、孤儿后，
便出资购买了米、面、食用油、鸡
蛋等物品送了过来。

宝丰县社会福利中心主任肖
重阳对笔者说，目前，该中心有57
名智障、肢体残疾者、孤儿和弃
婴，年龄最小的才3个月，年龄最
大的72岁，希望他们受到更多社
会和爱心人士的关注。（张苏英）

宝丰商户
福利中心献爱心

□记者 高红侠 通讯员 孙燕凌

本报讯 家住叶县县城的张
女士去银行存钱时，落在银行柜
台上的三万多元现金被别人“捡”
走。在民警的帮助下，“捡钱人”
主动将钱归还。1月 5日上午 ，
张女士给叶县昆阳镇派出所民警
送去锦旗，表达谢意。

昨天下午 ，张女士接受记者
采访时说，她在叶县县城卖种
子。去年12月31日上午10时许，
她开车携带两袋现金到县城一里
桥附近的一家银行办理业务。
当她把第一笔业务办完之后，手
机突然响起，她随手将装在塑料
袋的31250元现金放在柜台上接
电话。接完电话之后，她匆忙离
开。十几分钟后，她回到店里才
想起，钱忘在了银行柜台上。她
急忙返回寻找，但钱已不见，询
问银行工作人员未果后，她只好
报案。

据叶县公安局昆阳派出所的
办案民警介绍，他们通过调取银
行监控和事发时段的客户交易记
录，确定拿走张女士钱款的是60
多岁的谢女士。他们与谢女士的
女儿取得联系，谢女士的女儿承
认母亲确实“捡”到一袋钱，并表
示愿意归还失主。当天晚上7时
许，谢女士的女儿如数将钱送到
民警的手中。

3万现金落银行柜台
民警帮其追回

□记者 胡耀华

本报讯 1 月 4 日下午，在鲁
山县瀼河乡陈圪垱村，江孩母亲、
73岁的杨伏接过记者转交的500
元现金，连声道谢。

江孩的妻子 4 年前因病去
世，两年前，江孩父亲也不幸去
世。江孩下肢残疾，家中3个孩
子尚小，日子过得很艰辛（本报
A4版2014年12月10日曾报道此
事）。鲁山县民政局有关负责人
得知此事后，带着棉被和2000元
现金前往江家看望。与此同时，
家住市区的几名好心人也给江孩
家送去了棉衣。

“后来又有俩人给俺送了
2000元钱。”江孩和母亲告诉记者，
两位好心人没有留名字就走了。
元旦前夕，市区一位好心人得知江
孩家困难后，将500元现金送到本
报热线办公室要求转交。1月4日
下午，记者将好心人捐赠的 500
元现金转交给了江孩母亲杨伏。

鲁山一家五口
再受关爱

昨天上午，家住新华区
湛北路街道八中北街社区的
69岁老人毛玉莲（中）穿上社
区工作人员送来的棉衣。据
了解，该社区当天开展了“登
门送棉衣”活动，让辖区65岁
以上的老人足不出户就穿
上了爱心棉衣。

本报记者 张鹏 摄

老人穿上
温暖棉衣

昨天上午，在卫东区东安路
街道鸿翔社区服务大厅，社区居
民在工作人员的指导下签订了就
业合同。据了解，鸿翔社区联合
辖区内各用人单位在当天上午举
办了40-50岁的失业人员专场招
聘会，70余家用人单位为求职者
提供了近300个岗位，截至当天上
午11时，已有30余名求职者与用
工单位签订了用工合同或达成了
用工意向。 本报记者 彭程 摄

社区里的招聘会

昨天，园林监察人员在湛
河两岸安装防火提示牌。当
天，市园林监察大队的工作人
员在市区凌云路至稻田沟段的
湛河两岸安装了 60 多块防火
提示牌，并向过往市民发放
300 余份消防安全知识宣传
单，提醒大家不要随意丢弃烟
头、火种，以防引发林木火灾。

本报记者 李英平 摄

天干要防火

在宝丰县杨庄镇马街村，90
岁的王秀英养育了5男3女8个
子女，家里四代同堂共有 58 口
人。提起王秀英家，村民赞不绝
口，都说在当地很难找到第二个
像王秀英家这样母贤子孝、四世
同堂的幸福家庭。

老人一生乐善好施

昨天上午8时许，笔者来到
王秀英家时，老人正在打扫卫
生。老人的三儿子、今年 53 岁
的张群堂向笔者介绍，父亲张柱
1996 年去世，母亲虽然年纪大
了，但经常自己干家务。

王秀英告诉笔者，她很喜欢

帮助别人。即便在艰苦年代，很
多人吃不饱饭时，王秀英也总是
将家里节省下来的粮食送给揭
不开锅的村民。“王秀英家有个
煤球机，经常借给村民用，坏了
就让家人去买新的，这几年她已
经买了4个煤球机。”采访中，王
奶奶的邻居、70岁的刘婷对笔者
说，老人是位乐善好施、有求必
应的热心人。王秀英帮助过的
人，她自己大多都忘了，但受她
恩惠的人却没有忘记，逢年过节
总有人来看望她。

后辈孝顺其乐融融

王秀英的 8 个儿女及孙辈

都很有出息。大儿子张全堂是
位医生，老二张满堂是马街书会
研究会会长，数十年免费招待赶
书会的民间艺人，老三张群堂自
费开办农家书院，建起了村老年
互助家园。老四维修家电、老五
种植木耳，日子过得红红火火。
十几个孙辈有公务员、有大学生、
有自主创业的老板，邻里们无不
伸出大拇指。

王秀英晚年的生活被子女
们安排得很充实。大儿子常为母
亲检查身体，二儿子陪母亲听书、
散步。王秀英住在三儿子家，每
天有人陪她聊天，儿子、儿媳隔
三岔五来看望。每年农历大年

初二，晚辈们都会齐聚这里。

活到百岁享受幸福

“俺老了啥都不图，孩子们
陪着俺就知足了。”王秀英说，自
己不求吃好的、穿好的，看着晚
辈们开心过日子，就是她最大的
幸福。

王秀英告诉笔者，2015年她
就91岁了，希望自己能活到100
岁，好好享受幸福日子。

“在咱这儿十里八村，像王
奶奶家这样母贤子孝、幸福美满
的大家庭真不多见！”采访结束
时，张巧等村民对笔者说。

（张苏英）

九旬老人王秀英：

乐善好施子孙孝 四世同堂好幸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