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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傅纪元

本报讯 昨天，我市中小学迎来
开学第一天。今年恰逢纪念中国人
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
利70周年，不少学校的开学典礼都
染上纪念抗战色彩，学校用各种形
式，将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融
入校园文化。

升国旗诵童谣缅怀先烈

昨天上午8点，位于新华区胜
利街乐福联校南校区的操场上，全
校师生一起参加新学期“祖国您好”
开学典礼。在庄严的国歌声中五星
红旗冉冉升起。“书声琅琅歌飞扬，
胜乐联校我学堂，五七建校煤得名，
与煤同兴共成长……”升旗仪式结
束后，孩子们齐声朗诵了学校自编
的童谣《我的学校》。

“同学们，后天就是 9月 3日，
你们知道这个日子有什么特殊的意
义吗？”该校副校长刘真向台下孩子
们问道。孩子们异口同声回答。“大
家回答很正确，那天是中国人民和
全世界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
的盛大节日。”刘真向孩子们介绍了
中华民族曾经饱受的屈辱以及炎黄
子孙浴血奋战换来的和平生活来之
不易。开学典礼成了一堂生动的爱
国教育课。

女子国旗护卫队惊艳亮相

“哒、哒、哒……”昨天上午 9
点 40 分，在 2500 余名师生的注目
下，新华区光明路小学第一支女子
国旗护卫队迈着整齐的步伐惊艳
亮相。

在激扬的旋律声中，光明路小
学刚刚组建的女子国旗护卫队身着
校服英姿飒爽地走向升旗台，展旗，

升旗。开学典礼因为一支特殊的国
旗护卫队而显得格外庄严。

据了解，该校女子国旗护卫队
共有22名成员，均为该校四五年级
学生。上月底，学校专门聘请市公
安消防支队南环路中队的教官对孩
子们进行集训。

“齐步走、正步走、出旗、升旗、
敬礼……每个动作我们都要练习几
百遍，虽然很苦很累，但我们心里是
快乐的。”女子国旗护卫队队员张煜
惟道出了自己的心里话。该校政教

处主任王晓玲介绍说：“刚开始训练
时，有的孩子把脚练肿了，有的腿酸
痛，经过我们及时做思想工作和教
官耐心指导，国旗护卫队女生没有
一个人选择放弃。”

王晓玲说，成立女子国旗护卫
队是纪念抗战胜利的其中一项内
容，目的是展示自我、树立孩子们的
自信心。学校决定在每半个月一次
的升旗仪式结束后举行阳光大舞台
活动，全校各年级各班学生均可在
舞台上表演节目。当天是首次活

动，为纪念抗战胜利，先由校园合唱
队表演《卢沟谣》等节目。

市实验中学西校区焕发活
力

昨天上午 11 点左右，记者走
进位于市区矿工路与三七街交叉
口附近的市实验中学西校区，鲜
艳的国旗，平坦的路面，崭新的教
学楼，茂盛的法桐树和绿茵茵的
小 游 园 ，各 具 特 色 的“ 文 化
墙”……崭新的校园面貌呈现在

师生面前。
西校区副校长秦培军带着记者

转了几间教室，教室内同学们正在
聚精会神听讲，每间教室都安装有
现代化教学设备，课桌全部换新，课
堂秩序良好。在学校东南角的食
堂，加工间内厨师们正在烹饪当天
中午的饭菜，一名工作人员正在切
无籽西瓜，食堂内窗明几净，每个班
都有自己的就餐区域。一位食堂负
责人说，当天的午饭是青椒肉丝、土
豆鸡块、烧茄子，主食是米饭或面
条，搭配水果是西瓜。每周五天饭
菜不重样。经过统计，该校区有
240余名学生由于离家较远中午需
留校，学校食堂为孩子们提供干净
可口的饭菜，让每个孩子吃饱吃
好。孩子们吃完午饭后，各班都有
老师负责班上学生午自习，义务辅
导孩子学习。

说起市实验中学与市四十六中
联办后西校区的变化，秦培军深有
感触。他介绍，两校联办之初，部
分家长由于对西校区不熟悉抱有
抵触情绪。今年暑假，市教育局投
入百余万元对该校区进行改造，粉
刷教学楼内外墙，对办公楼升级改
造，建游园绿地，硬化路面，盖车
棚，为每间教室配备教学设备，改
造后的西校区环境优雅，面貌焕然
一新。军训期间，有不少家长进入
校园参观，对学校印象大为改观。
今秋西校区共有 16个教学班近千
名新生，两校老师完全融合，教学
经验丰富的骨干教师任班主任。
学校在日常管理、教学质量方面引
入竞争机制，班与班之间竞争、学
科与学科之间竞争，目前全校教师
干劲十足。相信通过教育资源整
合，学校今后将在教育教学质量方
面有一个大飞跃。

全市中小学迎来开学第一天
开学典礼各具特色

昨天上午，在湛河区南环路小学，老师为学生讲述抗日战争中我国军民的英勇事迹。昨天是市区中小学开
学的第一天，南环路小学将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主题教育作为开学第一课，对学生们进行爱国主义教育。

本报记者 彭程 摄

□记者 巫鹏

本报讯 昨天，记者从市房
管中心获悉，截至目前，全市房
屋维修资金（不包括汝州）累计
归集金额 6.2737 亿元，涉及住
宅小区项目287个，归集户数达
到 85213 户。房管部门在昨天
公布了市区及各县市房屋专项
维修资金咨询、投诉电话，市民
遇到相关问题可及时进行反
映。

市房管中心房屋维修资金
管理中心主任方海告诉记者，
房屋维修资金是房屋的“养老
金”，其专项用于房屋保修期满
后物业共用部位、公共设备设
施的维修、更新和改造，对提高
和保持房屋完好率，延长房屋
的使用寿命，保障房屋安全有
非常重要的作用。截至目前，
全市房屋维修资金累计归集金
额 6.2737 亿元，涉及住宅小区
项 目 287 个 ，归 集 户 数 达 到
85213 户。目前，我市已有多个
小区使用房屋维修资金用于共
用设施设备的维修。

方海介绍说，根据《河南省
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管理实施细
则》第三十六条规定，住宅专项
维修资金未按规定统一交存到
资金专户的，房地产管理部门不
予办理预告登记、所有权登记和
产权过户登记手续。因此，希望
广大业主和房地产开发企业按
规定及时交存房屋专项维修资
金，以免耽误房产证等手续的办
理。

□本报记者 张静/文 禹舸/图

“有个残疾大学生今年考上平
顶山学院，没钱交学费在市区西苑
小区北门湛河桥上唱歌，地上摆着
大学录取通知书，还有其他很多获
奖证书。”近日，市民徐女士向记者
反映了名叫李善的大学生唱歌挣
学费一事。

8月 31日，记者如约与李善在
晚报热线办公室见面。李善个子
不高，戴着墨镜，看上去非常瘦
弱。李善今年26岁，患有先天性视
力残疾和白化病，老家在周口市鹿
邑县马铺镇圣堂村。父母都是农
民，收入微薄，二弟在河南科技大学
读大三，三弟在上小学。今年他从
平顶山教育学院考专升本被平顶山
学院录取，专业是音乐学（师范类）。

李善从背包里拿出一个文件
夹，打开后记者看到了十几张在校
获得的荣誉证书、奖学金证书，还
有他的大学录取通知书及其他相
关证明。记者在他的残疾证上看
到“视力残疾贰级”的字样。

开学临近，他为学费发愁

李善告诉记者，平顶山学院的
报到时间是9月5日和6日两天，他
的学费目前还没有凑齐。为挣学费，
暑假他在平顶山教育学院附近租了
间房子，一直寻找各种挣钱的机会。

“我喜欢唱歌，擅长民族和美
声唱法。上完初中后去了郑州，在
郑州市艺术工程学校学习，后来考
上平顶山教育学院，今年专升本考
入平顶山学院。”

李善说，由于家庭贫困，之前

上学时申请了贫困补助。“在教育
学院上学时第一年申请到3000元
的贫困救助，向学校反映了我的情
况后，学校给我减免了部分学费，
上3年学只交了2500元学费，再加
上每年获得的奖学金，几乎没跟家
里要过钱，每月生活费大概300块
钱。平顶山教育学院让我再补交
一年的学费3500元，这样才能把毕
业证和教师资格证给我，平顶山学
院一年的学费是5700元，这还不加
住宿费和书本费。”

记者和李善在平顶山教育学院
上学时的班主任魏老师取得联系。
魏老师说李善的家里的确困难。“李
善的学习成绩一直不错，每年都拿
奖学金，还拿过国家助学金。学校
了解到他的情况后也给他减免了一
部分费用，这三年李善陆陆续续总
共交了2000多元的学费，现在他的
毕业证和教师资格证还在学校押

着，学校让他再补交一年的学费
3500元，他一直没有交。”

记者问李善暑假挣到钱没，他
停顿了一会儿说：“刚开始发了 10
天传单，挣了400块钱，后来又在网
上进了一种叫弹力飞鸟的玩具，在
街上摆摊，不过没卖出去，赔了三
四百元。后来经老师介绍，给一个
单位排练合唱，合唱团的叔叔阿姨
知道我的情况后给了700元钱。之
后晚上就在路边唱歌，有四五天
了。”李善说，暑假他回了一次家，
到当地残联领了1000元救助金，父
母又从亲戚那里借了2000元给他，
但他的学费还差一部分。

“在街上唱歌给你钱的人多
吗？”记者问。

“一晚上唱两个多小时，能有
100多块钱。”李善说，得知晚上他
还要去市区鹰城广场摆摊唱歌，于
是记者约定晚上和他一起摆摊。

记者和他一起摆摊
当晚他挣得“最多”

8月 31日晚6点 40分左右，记
者在市区鹰城广场公交站牌附近
与李善会合，随后在紧邻路边的一
处座椅旁出摊。他先从背包里拿
出一个小音箱和话筒，这些是他在
网上花200多元买的，又拿出一张
折叠得整整齐齐约有1平方米的白
纸，上面写着他的家庭、学习情况，
记者帮他铺在地上，李善说这是同
学帮他用毛笔写的。随后他将自
己的残疾证和身份证复印件、获奖
证书、大学录取通知书等摆在白纸
下方的空白处，又把手机分别和充
电宝、音箱连接，一切准备妥当后，
李善开始了演唱，他的第一首歌曲
是《父亲》，歌声一响，不少在附近
散步的市民围了过来。记者注意
到，李善右手拿话筒，左手手指一
直在相互摩擦，有些紧张。

李善第一首歌唱到一半时，一
位中年女士从包里拿出200元钱，
放在地上后迅速离去，记者追上
前，这位女士执意不愿透露姓名，
记者注意到她的眼眶湿润着。

“您不怕是骗子吗？”记者问。
这位女士连声说不会，“他有

那么多证书绝对不会是骗子”。
每当有市民将钱放在地上，李

善都会停止歌唱说一声谢谢，对于
他来说只能模糊地看个人影。记
者看到地上堆的钱慢慢多了，有 1
元、5元、10元、20元……

当天晚上李善唱到将近9点。
他说，总共挣了300多元，这是他挣
得最多的一个晚上。

全市八万多套房屋
有了“养老金”

身残志坚考上专升本 开学临近学费无着落

他用歌声挣学费

8月31日傍晚，李善在鹰城广场唱歌挣学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