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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记者 王民峰

本报讯 本报“微能量点亮微心
愿”活动启动以来，社会各界爱心人
士纷纷参与。近日，宝丰县商酒务
镇张洛庄小学校长周宗怀与本报联
系，为学校10名学生报名。

周宗怀说，张洛庄小学拥有
200多名学生，不少是缺乏关爱的
留守儿童，一些单亲或因病致贫家
庭的学生更困难。得知本报“微能
量点亮微心愿”活动后，他特意为10
名家庭条件特殊的小学生报名，希
望社会爱心人士能够帮他们实现这
些小心愿。下面是 10名小学生家
庭情况及心愿：

连亦菲，女，7岁，一年级，奶奶
因病瘫痪多年，父母常年外出打工，
生活靠年老体弱的爷爷照顾，想要
衣服与书包。

张忆宁，女，7岁，一年级，先天
性无牙齿无毛发，家庭因病致贫，想
要衣服与书包。

畅森旺，男，7岁，一年级，双眼
患眼疾致残，家庭因病致贫，想要眼
保健仪器。

张一轩，女，8岁，二年级，父母离
异，父亲常年外出打工，跟随体弱多
病的爷爷奶奶生活，想要衣服、书。

王鹏歌，女，8岁，二年级，奶奶
有病，父母常年外出打工，靠年老体
弱的爷爷照料，想要衣服、书。

孙帅磊，男，9岁，三年级，母亲
患有尿毒症，想要衣服、书。

徐晓露，女，9岁，三年级，母亲
残疾，父亲常年外出打工，想要衣
服、文具。

王一龙，男，10 岁，四年级，母
亲离家出走多年，父亲常年外出打
工，跟随奶奶生活，想要衣服、书。

袁萌想，男，10 岁，四年级，父
母常年外出打工，跟随爷爷奶奶生
活，想要衣服、书。

史逸明，男，10岁，四年级，母亲
离家出走多年，父亲常年外出打工，
跟随爷爷奶奶生活，想要书包、书。

宝丰张洛庄小学
十名小学生期盼
实现小小心愿

口记者 胡耀华

本报讯“你们推出的微心愿
活动真是太好了，我也想让俺校
的贫困学生过个难忘的节日。”5
月19日，鲁山县赵村第六小学校

长李秋林致电记者说，六一儿童
节马上到了，他想让他们学校的
22名贫困学生也高兴一场，满足
他们的小小心愿。

赵村第六小学位于赵村镇国
贝石村，属于深山区。全校共有

学生 150余名，大多来自于国贝
石村、闫庄村和三道庵村，部分
学生家庭贫寒。“去年六一儿童
节我就想给孩子们报名，可惜知
道得太晚了，没赶上，所以今年
一定要参加这个活动。”李秋林

说，这22名学生中有的是留守儿
童，有的父母离异，有的家人常年
有病，致使孩子们生活窘迫、缺乏
关爱。

以下是 22名孩子的基本情
况和心愿：

“儿童节快到了，想让俺的学生高兴一场”

校长想为22名贫困孩子实现心愿

谢明奇 男 8岁 三年级 单亲（母亲病故） 想要书包和文具盒
李文博 女 10岁 五年级 父母离异 想要个大熊猫玩具
薛奇文 男 7岁 二年级 母亲聋哑 家庭贫困 想要书包和文具盒
闫雪茹 女 6岁 一年级 留守儿童 家庭贫困 想要书包和文具盒
李姿颖 女 6岁 一年级 留守儿童 家庭贫困 想要书包和文具盒
崔浩博 男 5岁 学前班 单亲（父母离异） 想要书包和文具盒
王紫淇 男 5岁 学前班 单亲（父母离异） 想要个芭比娃娃
王圆圆 男 5岁 学前班 单亲（父母离异） 想要个奥特曼玩具
贾心雨 女 5岁 学前班 单亲（父母离异） 想要个芭比娃娃
陈路帆 男 6岁 一年级 爷奶常年有病 想要书包和文具盒
马晓川 男 6岁 一年级 单亲 想要个足球

薛雅涵 女 6岁 一年级 单亲（父母离异） 想要双溜冰鞋
许天源 男 7岁 一年级 父亲有病 想要双溜冰鞋
闫亚峰 女 7岁 二年级 爷爷有病 想要书包和文具盒
马玉茜 女 8岁 三年级 家庭困难 想要个熊猫玩具
王丰旭 男 7岁 二年级 爷奶常年有病 想要个足球
崔梦雨 女 9岁 二年级 单亲 想要书包和文具盒
闫国洪 男 9岁 四年级 爷爷奶奶有病 想要个足球
何珂珂 女 9岁 四年级 爷爷奶奶重大疾病 想要个熊猫玩具
陈智馨 女 10岁 五年级 父母离异 想要童话故事书
李金彤 男 10岁 五年级 父母有病 家庭贫困 想要童话故事书
赵旭歌 女 10岁 五年级 父亲有病 家庭贫困 想要童话故事书

口记者 高红侠

本报讯“阿姨，请帮我把这400
元钱压岁钱转交给朋瞻弟弟吧。”5
月23日上午，在市六中就读的初一
女生陈奕臻来到本报热线办公室，
掏出了自己400元的红包。

家住湛河区马庄街道铁南社区
11岁的小朋瞻一岁多时父母离异，3
岁时父亲因病去世，他和爷爷奶奶
相依为命。为了供他上学，奶奶起
早贪黑做小生意赚钱。六一儿童节
马上要到了，他想有双溜冰鞋（5月
23 日本报 3 版曾报道）。此事见报
的当天上午，陈奕臻和爸爸来到本
报热线办公室，向小朋瞻捐出400
元的压岁钱，帮小朋瞻圆梦。

“我希望通过这样的活动，让女
儿学会关爱别人。”昨天上午，陈奕
臻的爸爸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女儿
今年13岁，在市六中上学。家里订
有晚报，他和女儿一直想帮一些孩
子圆梦。女儿看到小朋瞻的家庭情
况后，毫不犹豫地拿出自己的压岁
钱。“我们比较忙，如果可以的话，你
帮我们给小朋瞻买双溜冰鞋吧。”

昨天上午，记者将买好的溜冰
鞋和剩余的钱给小朋瞻送去。“谢谢
你们，我终于有溜冰鞋了。”小朋瞻
试穿后高兴地叫了起来。昨天下
午，记者得知，小朋瞻的姑姑特意给
陈奕臻的爸爸打了电话表示感谢。

初一女生捐出压岁钱

小朋瞻有了溜冰鞋

口本报记者 王春霞

路遇摔倒受伤的老太太，到
底扶还是不扶呢？5 月 24 日下
午，鹰城几位市民给出了一个让
人必须点赞的答案：上前帮扶的
同时，为了保护自己，用手机拍下
视频留作证据。

记者昨天在医院找到受助老
太太时，她正为没来得及感谢好
心人懊悔，请记者一定通过晚报
感谢他们。

【现场回顾】
扶人同时，拍视频留证据

5 月 24 日下午 1 点多，市民
戴逸飞与朋友辛星、聂晨光一起
在市区建设路电子时代广场西边
一家食屋吃过饭出来，看到有位
老太太瘫坐在马路中间，腿部受
伤，鲜血直流，旁边的老大爷急得
不知所措。聂晨光见状首先拨打
了 120，接着他们一起把老太太
扶到路边道牙上坐下。救护车赶
到后，他们又帮忙把老太太抬上
救护车。其间，戴先生拍了几张
现场照片。

当天下午，戴先生将现场照
片发到微信朋友圈，写道：“扶不
扶在我们这里不是一个选择。在
太阳底下的大马路上看到无助的
两个老人，我们第一时间冲上去
扶了。为我和我的小伙伴赞一
个。弘扬正能量才是心灵的鸡
汤。”立即引来数十位朋友点赞。

随后，戴先生的朋友向记者
报料，希望晚报弘扬社会正能量，
对此事报道一下。

昨天，记者与戴先生取得联
系询问当时的情况，他说，他不仅
有现场照片，还有视频。

记者问他拍视频是不是怕被
讹，他说：“当然了，做好事也得保
护好自己啊。”

从戴先生提供的视频可以看
到，老太太左小腿鲜血直流，辛星
和聂晨光上前帮忙之后，其他市
民也围了过去。

聂晨光首先打电话，然后与
辛星一人架着老太太的胳膊，一
人抬着老太太的腿，一位身穿黄
马甲的环卫女工抬着老太太的另
一条腿。他们一起将老太太抬到
了路边的道牙上。

【记者核实】
忘记感谢，老太太直哭

据戴先生说，他当时听到老
大爷跟救护人员说，老太太之前
一直在解放军第152医院肾内科
住院。

昨天上午近11时，记者赶到
解放军第 152医院肾内科病房，
试图寻找那位受伤的老太太。结
果碰巧在一间病房门口，听到一
位老大爷正对人说老伴儿“绊倒”
一事，上前一问，正是他们。

老大爷说他叫马英才，家住
新华区新程街社区，老伴儿名叫
张瑞琴，今年70岁，因患肾病在
这里已住院5年。24日下午，他
骑电动车带老伴去看儿媳妇，从
医院出去，快到开源路时，车子咯
噔一下，老伴儿就从车上摔了下
来，左小腿被挂了个血口子。

当时，他没拿手机，自己一个
人也弄不动老伴儿，正不知道怎

么办呢，几位年轻人过来帮忙，又
是打 120，又是把老伴儿抬到路
边；救护车来了之后，又帮忙把老
伴儿抬上救护车。当时他急着骑
电动车跟救护车回医院，也忘了
对帮忙的人说声感谢。

张瑞琴老太太左小腿上缠着
纱布，正坐在病床上接受腹膜透
析。她说，腿上的口子里面缝了
4针，外面缝了8针。

正聊着，听到老伴儿说“后悔
没跟几位好心人说声谢谢”，老太
太哇的一声哭了起来。记者忙问
她哭啥，她说：“连跟人说声谢谢
都没有，心里不得劲儿。请晚报
一定要帮我谢谢好心人。”

【当事人说】
从相信自己开始
学会相信别人

随后，记者了解到了参与此
次扶人事件三位男士的情况：戴
逸飞在市委办公室工作，辛星在

河南质量技术工程学院工作，聂
晨光是平顶山鹰启装饰装修公司
的员工。

戴逸飞在朋友圈发布扶人的
照片及文字之后，许多微友表示

“好人好事，赞一个”“传递正能
量，赞一个”“向你们学习，向你们
致敬”等，也有个别微友揶揄“真
有钱”，同时也引发了大家对“老
人摔倒扶不扶问题”的思考。

而戴先生说“没钱也得扶”，
因为“人都有遇到困难的时候”。

辛星说：“有人问我怕不怕被
讹，我是这样认为的，讹不讹是下
一个问题，帮不帮是第一个问
题。我们不能因为考虑第二个问
题就终止第一个问题。同时，我
们还要思考一个问题，是否选择
相信。首先我选择相信，因为总
要有人去相信这个世界不是冷漠
的，事态才会向着温暖发展。从
相信自己开始，学会相信别人。
坚持你认为是正义的事，你的行
为会慢慢辐射周围每一个人。”

路遇摔伤老太太，他们扶了！
为保护自己，帮扶的同时拍下视频留存证据

戴先生传来的微信截图。左图的扶人组图下
几十位好友点赞；右图微友评论一片赞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