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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平顶山市湛河区人民法院公告
李建新：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建设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平顶山分行诉被告
郑香会与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
传票。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
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十五日
和三十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次
日上午10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
河南省郑州女子监狱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声 明
因公司清产核资即将结束，

请有关债权人于见报之日起十日
内速到公司清算财务手续。公司
财务专用章作废。

特此声明
舞钢市裕弘发展有限公司

2015年1月10日

丝丝爱心汇暖流 这个冬天不再冷
“温暖订制”公益活动圆满落幕 共为400多个贫困家庭送去爱心

接过本报记者送来的400元救助金，叶县爱心学校
困难留守儿童梁鑫莹深深地鞠了一躬，感谢热心市民
对他们的关爱。

在叶县爱心
学校，留守儿童
穿上本报编采人
员送来的崭新的
棉衣，手里捧着
学习用品，脸上
充满了笑容。

在位于叶县西南部山区的常村镇刘东华村，困难村民
孙留善接过本报编采人员送来的 200 元救助金、棉被、棉
衣、大米、食用油等物品，高兴得合不拢嘴。

□本报记者 郭新民 王春霞
见习记者 张静/文
本报记者 李英平/图

由平顶山晚报、市妇联、市
志愿者协会联合举办的“温暖订
制”公益活动开展一个多月来，
搭建帮扶平台，汇聚市民爱心，
为贫困弱势群体送去贴心的温
暖，让他们亲身感受到这个冬天
不再冷。

此次“温暖订制”活动点燃
了众多市民和企业的爱心，除
了实物之外，本报还收到各界
爱心捐款 15000 多元。属于定
向捐助的，本报已经转交给贫
困家庭。

近日，本报通过叶县老区建
设促进会寻找到一批需要救助的
贫困儿童和老区特困户，决定利
用剩余的善款再举行一次“温暖
订制”集中发放活动。根据叶县
老促会发给本报的温暖“订单”，
本报为他们购买了棉衣、棉被、学
习和生活用品。

昨天上午，本报总编辑带领
记者一行，前往“温暖订制”集中
发放活动的最后一站——叶县。

21名贫困学生有了新棉衣

昨天上午 9点多，记者一行
携带棉衣、棉裤、文具盒、手套等
爱心物品首先来到位于叶县城东
的爱心学校。

这所学校创办于2000年，现
有在校学生1000余人，其中80℅
是来自老区农村的留守儿童，被
市妇联称为留守儿童亲情家园。

此次接受晚报救助的学生多
数来自单亲家庭，叶县爱心学校
已经想办法为他们减免了部分学
费。

在学校会议室，王云霞校长
向记者一一介绍受助学生的家庭
困难情况。一位小姑娘未语泪先
流，让记者也忍不住鼻子一酸。
小姑娘叫郑明珠，今年 10岁，家
住高新区遵化店镇，是该校四年
级学生。

小明珠身穿一件粉色的棉
袄，袖口已经脏得看不出本来的
颜色，摸上去有些单薄。

记者问她为什么哭，小姑娘
说：“我想俺爸了。”

“爸爸外出打工了吗？”记者
问。

“俺爸在工厂打工时掉到搅
拌机里死了，俺妈在我两岁的时
候就去世了。”说到这儿，小明珠
哭得更伤心了，记者不忍心再问
下去，赶紧拿出新购的棉衣给她
换上。

穿上新棉衣的小明珠脸上终
于露出了笑容。记者将400元捐
助款交到她手里，叮嘱她买些学
习用品。

在与王校长交谈中，记者得
知，四年级学生梁鑫莹因为凑不
够下学期的学费，已经向校长提
出退学。

梁鑫莹告诉记者，她从出生
起就没见过爸爸，每年过年的时
候才能见到妈妈。“俺妈在广州打
工，我跟姥娘姥爷一起生活。姥
爷说交不起学费，不让我在这儿
上了。”提起妈妈，小鑫莹流下了

泪水。
王校长说，梁鑫莹前两天生

病，她姥爷说没钱去医院，还是老
师出钱带她看的病。

得知梁鑫莹下学期的学费还
差400元，记者对王校长说：“孩
子差的学费我们替她交了，不能
让孩子因为这 400 块钱上不了
学。”接到400元学费，梁鑫莹感
激地连声说着“谢谢”。

爱心学校 21 名来自贫困家
庭的孩子，每人获赠一套棉袄棉
裤、一双手套、一个文具盒和自动
铅笔等物品。为了满足这些孩子
阅读课外读物的心愿，记者还特
地为他们购买了《格林童话》《海
底两万里》等一批图书。

穿上崭新的棉袄，小姑娘们
开心地摸摸这儿看看那儿；小男
孩则拿着新文具盒爱不释手。临
行时，孩子们站在教学楼前向记
者一行挥手告别。

山区特困户收到棉衣棉被

中午时分，经过一路颠簸，记
者一行来到叶县常村镇刘东华
村。

这个村地处偏远山区，山那
边就是南阳市方城县。村党支部
书记屈保松告诉记者，全村1800
多口人，由于村子地处偏远，贫困
人口较多，仅无儿无女的孤寡老
人就有十多户。 此次，记者共为
该村20个特困户带来了棉被、棉
衣等礼物。

在村干部带领下，记者一行
首先来到村民孙小孩家。院里两
间土坯房，墙壁和屋顶布满了大

大小小的裂缝，屋里没有一件像
样的家具，仅有的柜子和桌子都
已破旧不堪。

屋子的东南角摆放着一张小
床，记者掀开被子看到，老两口就
铺了一个又破又薄的褥子，连枕
头也没有。他家的厨房也是一间
土坯房，四周的墙壁被熏得黑黢
黢的，靠墙堆着一堆柴火，灶火上
熬着中药。

村干部告诉记者，孙小孩的
妻子患有智障，孙小孩长年患病，
两人没有儿女。

刚从外面回来的孙小孩身穿
一件单薄的外套，没有穿棉衣，
58岁的他看起来像七八十岁，背
有些佝偻。他告诉记者，刚才去
买药了。看到记者送来的棉衣、
棉被、大米、食用油等物品，孙小
孩感动地说：“太感谢你们了，感
谢你们惦记着我。”

随后，记者一行又来到村民
孙留善家。孙留善今年60岁，十
几年前外出打工时撞坏了腰，走
路一瘸一拐的。孙留善没有儿
女，哥哥死后，他长年照顾失明的
嫂子和哥哥的小孙子，日子过得
非常艰难。

“他家里特别困难，现在家里
就他和他哥的孙子，还有啥都看
不见的嫂子。”村干部对记者说。

记者将棉被、棉衣等爱心礼
物交给孙留善，又拿出200元钱
递到他手中：“快过年了，给小孙
子买点儿好吃的。”

临走，记者叮嘱孙留善：“一
家老小都得指望你，一定要照顾
好自己的身体。”

“温暖订制”惠及400多户家庭

2014年 11月 13日，本报、市妇联、
市志愿者协会共同启动了此次“温暖
订制”公益活动。

活动启动首日，市民郑女士看到
晚报刊登的鲁山孤儿兄妹需要新棉衣
的消息，当天即上街为兄妹俩买好了
新棉衣；两位年轻女士也送来了3套
保暖内衣；经常参与晚报公益活动的

“好心男”也打来电话，要捐款3000元
请晚报为需要的人购置过冬物品。

就这样，市民的爱心被迅速点燃。
随着活动逐步展开，许多市民开

始拨打本报热线，替身边的贫困儿童、
孤寡老人、低保家庭等弱势群体求
助。他们的需求不多，一件新棉衣、一
床新棉被、一台旧电视机，甚至只是一
双手套。社会爱心也逐渐升温，每天
的“爱心订单”刚一刊出，就被爱心市
民或企业争抢一空。

有的热心市民将物品买好送来，
有的到晚报捐款，请记者代为购买，有
的亲自上门，将“温暖”送到求助者手
中。

平顶山燃气公司为活动捐赠 20
床棉被并捐款3000元后，又组织公司
职工举行捐款活动，先后帮助多位求
助者圆梦。

因救人受重伤的“最美小学生”李
美佳病愈出院后，不忘传递爱心回报
社会，用剩余的捐款购置棉衣棉被，将
温暖送到多位贫困儿童和老人家中。

一位男子将5000元捐款送至本
报，希望本报代为贫困群体购买他们
需要的物品，却怎么也不愿透露姓名。

2014 年 11 月 23 日，本报和市妇
联、市志愿者协会曾兵分三路，分别前
往鲁山、宝丰、郏县举行“温暖订制”集
中发放仪式。当天，共有200多名贫
困儿童收到了温暖的礼物。

当95岁抗战老兵万三合坐上电
动轮椅的那一刻，老人高兴地笑了，然
后又感动地哭了。

截至昨日，此次“温暖订制”公益
活动共为全市400多个贫困家庭送去
了冬日的温暖。

一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当全市
众多爱心人士和企业参与进来，丝丝
爱心就汇聚成爱的暖流，让数九寒天
变得如春天一般，暖意融融。

这就是爱的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