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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访学生：杜静雯
毕业学校：市实验高中
高考成绩：562分（理）
报考院校：安徽财经大学等

□本报记者 张静/文 张鹏/图

杜静雯家住新华区新新街街道新六街21
号楼20号。7月 14日，记者打电话与她沟通
采访事宜，她爽快地答应了，笑着说：“好啊，
谢谢阿姨，你们来吧。”

母女俩相依为命，她是妈妈的骄傲

7月 15日上午，天空下着蒙蒙细雨，记者
驱车一路打听来到杜静雯家附近，母女俩站
在路边，共同撑着一把伞等我们。

母女俩都很瘦弱。母亲程新玲身穿一条
白色连衣裙，套着一件牛仔小开衫，看上去很
年轻。杜静雯穿着一件粉色短袖，衬得皮肤
更加白皙，扎着马尾，留着齐刘海，笑起来很
可爱。

记者跟随母女俩上楼，楼道内的窗户都
已破损，墙皮剥落。杜静雯家住 5 楼，是顶
层，外面下着雨，屋内很闷热。程新玲说，家
里已经停电两天了。房子不大，有50多平方
米，陈设很简单，家具和电器看上去也有些年
头了。不过，屋子收拾得很干净。

母女俩都有些局促。程新玲告诉记者，
她以前在原绢纺厂上班，2007年办了内退，
每月仅有七八百元的收入，2009年和丈夫离
婚，自己一个人带孩子。她说：“我母亲双目
失明，父亲患有脑血栓后遗症半身不遂。两
位老人都需要照顾，为给他们看病，积蓄都花
光了。”

说起女儿，程新玲一脸幸福。“学习特别
努力，从来没有督促过她，她没有攀比心理，
非常听话。”

高考结束后，试图找工作的杜静雯碰了

壁。“很多地方都不招短期工、暑假工。所以
现在在家自学电脑教程，也借了大一的书预
习。”杜静雯报考的是金融管理专业，“本来想
学法学，但考虑到就业前景就报了这个。”

她的愿望：将来有能力把妈妈接走

杜静雯说，妈妈和姥姥、姥爷都很疼爱
她，小时候是姥姥带她。“姥姥家有啥好吃的
总是给我留着，我觉得自己不比别人的幸福
少。姥姥和姥爷对我说，在学习上不要有太
大压力，不管成绩如何，我都是他们的骄傲。”

言谈中，记者感受到她的乐观与懂事。
“爸爸虽然和妈妈分开了，但他并没有忘记
我，很关心我。我将来打算继续读研，我的目
标是要好好努力，将来把妈妈接走，报答姥姥

和姥爷，能让他们安度晚年。”杜静雯说。程
新玲告诉记者，前夫和她离婚后又重组了家
庭，平日里也会遇见，女儿不希望她待在这个
环境里，所以总说将来有能力要把她接走。

杜静雯酷爱写作、弹电子琴，初二时就已
经考取电子琴十级。记者来到她的卧室，卧
室的西墙上整整齐齐贴满了她的照片和奖
状，中间最大的照片是她2008年获得河南电
视台青少年才艺电视大赛金奖后，手捧奖杯
拍的。从二十余张奖状上，可以看出这个姑
娘一路走来的付出和努力。

记者随后和杜静雯的班主任张老师取得
了联系，张老师从高一到高三一直教杜静雯，

“非常欣赏她，性格好，愿意帮助别人，老师们
对她的评价都很高，学习很努力”。

乐观杜静雯：我不比别人的幸福少

□记者 杨元琪

本报讯“孩子们那么努力，说
什么也不能因为没钱上不了学。”昨
天，年近七旬的市民王老太太和女
儿来到本报热线办公室，放下 500
元钱就要离开。

王老太太告诉记者，最近在晚
报上看到不少孩子在即将迈入大学
校门之际遇到了困难，希望尽自己
的微薄之力，帮一帮品学兼优的学
生，尤其是那些农村出身、靠坚强毅
力完成学业的优秀学生。老太太说
完便和女儿匆匆离去，顾不得擦落
头上豆大的汗珠，说什么也不愿留
下姓名和住址。

王老太太捐款500元
希望帮帮贫困学生

□记者 巫鹏

本报讯“我家的房子出现裂缝了
怎么办？”昨天上午9时许，新华区房屋
安全应急救援电话 6153012 突然响
起。“别着急，说说房子的具体位置，现
在是什么情况，我们登记后就到现场
查看……”电话接通后，新华区房屋安
全应急指挥部办公室的值班人员立即
开始登记。这是记者昨天随同市房屋
安全应急指挥部办公室工作人员在新
华区进行督察时看到的情景。

据了解，即日起，我市将按百分制
对各县（市、区）房屋安全应急管理和
房屋安全普查情况进行全面督察。市
房屋安全应急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
市房产管理中心副主任贾中伟表示，
对在督察中发现的分值较低、进度迟
缓、整改不及时的单位，将按规定予以
追责。记者看到，在督察“应急救援队
伍配备房屋安全应急救援车辆、装备、
设备、器材和物资”项目时，工作人员
到新华区住建局仓库查看了准备的强
光探照灯、应急电缆、绳索、撬杠等。

新华区房屋安全应急指挥部办公
室有关负责人告诉记者，该区各镇、街
道（管委会）都成立了房屋安全应急指
挥部，通过排查和群众反映，截至目前
该区发现有安全隐患房屋43处，近800
户。这些房屋以建筑年代长、标准低
的楼房和砖木结构的瓦房为主，问题
主要集中表现为阳台、墙体裂缝。目
前这些房屋已分类登记造册。

据贾中伟介绍，近期国内其他地
区连续发生多起楼房垮塌事件，给人
民群众的生命财产造成了不可挽回的
损失。市民对辖区政府房屋安全应急
管理和安全普查工作有意见和建议
的，可拨打电话2636055向市房屋安全
应急指挥部办公室反映。

我市督察房屋安全
应急管理和普查情况
整改不力者将被追责

申请救助热线电话：平顶
山晚报 4940000、市人民教育
基金会 2939808，接受捐赠单
位：平顶山市人民教育基金
会，账号：600004785109016，开
户行：平顶山银行富美支行。

助学申请程序：考生可到
平顶山晚报热线办公室（平顶
山日报传媒集团办公楼 5楼）
提出助学申请。申请人须填
写救助登记表，出示本人准考
证、身份证、户口簿、高考成绩
单、录取通知书、城市低保证
或乡（镇、街道）民政部门开具
的贫困证明原件和复印件。

杜静雯（右）的卧室里贴满了奖状和荣誉证书，每每说起这些，母亲程新玲骄傲不已。

□记者 巫鹏

本报讯 昨天下午，一名正在大
学就读的小伙子来到本报热线办公
室，为爱心成就大学梦活动捐款
2000 元。同大多数前来捐款的热
心市民一样，这名大学生没有留下
自己的信息。

昨天下午 4 时 35 分，一名穿蓝
色条纹 T 恤、牛仔裤的小伙子来到
本报热线办公室。瘦高的身材，稚
嫩的脸庞让本报热线工作人员以为
他是来领取“学霸来了”鹰城第二届
名校学子交流论坛入场券的高中
生。

“在这儿是不是可以给贫困大
学生捐款？”小伙子的问话让热线工
作人员了解了他的来意，在得到肯
定的答复后，他从右边裤兜里掏出
了一沓百元钞票。但无论工作人员
怎么询问，小伙子只说自己正在上
大学，钱是和家人一起捐的，不愿留
下姓名和电话。当工作人员对他和
家人的善举表示感谢时，小伙子说：

“晚报提供了这个平台，应该谢谢你
们！”之后，小伙子匆匆离去。

大学学子
送来2000元捐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