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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上午，市区新华路，一个孩子被一个商贩挑着的蝈蝈吸
引。

当天，记者在市区街头看到，一些来自四川、河北等地的农民，
挑着挂满蝈蝈笼的担子沿街叫卖。一阵阵蝈蝈的鸣叫声，给炎夏
平添了几分乡趣，吸引了不少市民购买。 本报记者 李英平 摄

街头又闻蝈蝈鸣

□记者 王春生

本报讯 进入 7 月，我市各中
小学进入放假状态，旅游市场迎
来暑期旅游旺季。各式各样的暑
期夏令营招生广告铺天盖地袭
来，商家为招揽客源各显神通，很
多经济条件较好的家长为给孩子
选择称心的夏令营而煞费苦心。

面对市场上让人挑花眼的夏
令营旅游产品，学生和家长该如何
选择呢？针对这一问题，记者昨天
走访了市旅游局和市区多家旅行
社。

选择有合法资质的旅行社

“选夏令营首先要选择有合法
资质的旅行社。”市旅游局有关人
士对记者说，给孩子选报夏令营，
一定要选择具有合法旅游资质的
旅行社，并与旅行社签订正规的旅
游合同，明确约定旅游行程、团费、
服务范围、餐住标准、景点、购物
点、时间安排、交通工具、双方的权
利义务和违约责任等。

近年来，夏令营一直很受孩
子们的欢迎，但背后也隐藏着很
多问题。如由于缺少相应的监
管措施，但凡有客源，谁都能举
办夏令营。一些无营业执照和
资质的民办培训机构和个人，只
要通过学校和老师招来学生，就能
自行组织夏令营。“像这种夏令营

最容易出问题。”市旅游局有关人
士说。

夏令营主题是挑选的关键

“参加夏令营是孩子全面提高
自身素质的一种很好的方式，一定
要结合孩子的兴趣，不能光让孩子
学习，也不能单纯游玩。”市区一家
旅行社负责人罗光豫说，在了解夏
令营时，做父母的应该根据孩子需
要提高哪方面的能力来选择不同
主题的夏令营，同时让孩子参与选
择会更好，这样孩子不容易产生抵
触情绪。

罗光豫说，挑选夏令营的关键
是夏令营的主题，看其主题是不是
有意义，是不是适合孩子，毕竟是孩
子去参加，所以一定要征求孩子的
意愿。要看夏令营的时间长短，假
期首要的是让孩子很好地调整状
况，时间过长，孩子会非常疲乏，所
以最好不要超过一周。同时，家长
要考虑安全问题，在给孩子报名的
同时也要进一步增强孩子本身的
安全意识。现在有许多夏令营开
出天价，一定要根据家庭经济状况
作出选择，不要盲从。

参营时遇纠纷先留证据

市旅游局有关人士说，在参与
夏令营时，一旦遭遇意外，应保持
冷静。可先拨打夏令营领队和导

游电话与旅行社协商解决，若协
商不成，应注意保留相关凭证，
在行程结束后拨打市旅游局投
诉电话（0375-2880000、2884444）
进行投诉，以维护自己在旅游过程
中的合法权益。

文明参营安全第一

市旅游局有关人士提醒参营
中小学生，和其他形式的旅游一
样，参加夏令营时应从自身做起，
注意自己的一言一行，讲文明、守
礼仪，理性消费，摒弃不良习惯，爱
护环境和公共设施，做文明出行的
好公民。旅游过程中，应特别注意
景区安全提示，时刻关注自身安
全，同时也要关注同行营员的人身
安全。在景区、酒店应注意设立的
安全警示标志，拍照时不要到景区
划定的安全范围以外，不要自行跨
越围墙、围栏，到有危险隐患的区
域游玩。不建议下海或在室外的
水域游泳，以免发生意外。

选择夏令营时，除行程安排之
外，家长一定要多了解夏令营安
全保障方面的问题。一个成功
的夏令营活动需要良好的安全
机制，确保在营期免除一切安全
隐患。如何做到这点呢？保险
是必不可少的，营地医护人员、
随队老师、陪同导师以及营地的
选择、乘车选择等都必须做到万无
一失。

暑期夏令营多多让人挑花眼
业内人士支着如何挑选合适夏令营

□本报记者 张静

张红杰今年48岁，家住石龙区
人民路街道康洼村。对于我市许多残
疾人朋友来说，这个名字并不陌生。

2010 年 12 月，张红杰创建了
“共享阳光直播互动QQ群”，为残
疾人提供沟通交流、互励互助的平
台，如今群友已发展到602人。

昨天，市善邦职业培训学校负
责人蔡东洋告诉记者，因为病情加
重，张红杰又住院了。

好人张红杰病倒了

昨天上午，记者来到市区解放
军 152 医院住院部 7 楼骨一科病
房。见到有人来，张红杰努力从病
床上起身，热情地打招呼，脸上始终
带着笑容。

记者刚一坐下，张红杰就拿出
一张报纸，说几年前就有报社记者
采访过他。

记者拿过报纸一看，原来是
2013年 4月27日《平顶山日报》的
头版头条：《张红杰：自强路上传递
爱》。

从两岁起，张红杰就开始与病
魔打交道：最初的症状是腿疼、发
烧；3岁时胯部、臀部鼓起了两个
包，手术切开后就再难愈合，后
来腰骶部又鼓起一个包，3个部位
经常流脓，后诊断为“脊髓腔脓
肿”。

之后，张红杰的病情加重，腰椎
神经损伤瘫痪，大小便失禁，身上两
个40多厘米长的窦道脓血不断。

为了省钱，张红杰学会了自己
用刀将脓包切开，把脓液排出，再进

行简单的包扎换药。
虽然重病在身，但张红杰始终

自立自强。痴迷文学的他刻苦读
书、学习创作，曾在《中国青年》《中
国教育报》《河南日报》等报刊及电
台发表文章百余篇；他还通过考核
在村小学担任代课老师，忍着病痛
走上讲台。

虽然一次次被病魔击倒，张红
杰依然坚强乐观地面对生活。

在“共享阳光直播互动QQ群”
中，张红杰经常发表自己创作的诗
歌，感染和激励其他残友。

他在《生命之歌》中写道：“我
活着／为坚强的信念而活／病痛
和伤残哪怕再多／也阻挡不了我
永不止息的拼搏／命运的考验即
使再久／也压不倒我高昂的头执着
的品格”。

残疾人朋友互帮互助

与病痛抗争多年的张红杰一直
与父母生活在一起。3年前，张红
杰的父亲去世，照顾他的重担落在
了母亲的肩上。

在医院里照顾张红杰的是QQ
群里的一位网友王女士。她说，以
前张红杰经常帮助大家，现在正是
他需要帮助的时候，大家都愿意来
照顾他。

张红杰说，今年3月份，他到市
善邦职业培训学校学习电子商务，
6月7日晚他的病情加重，老师和残
疾人学员把他送到了市第一人民医
院，被确诊为急性胰腺炎，收住在肝
胆外科11病室。6月27日，张红杰
腰部窦道感染，高烧不退，又急诊入
住解放军152医院骨一科。

张红杰住院后，同为重度残障
的市善邦职业培训学校负责人蔡东
洋让妻子带着钱和礼品到医院探
望，还通过“河南残友之家”微信公
众平台和“轻松筹”平台为他发起爱
心善筹，并请来专家为他义诊。

学员们也纷纷解囊相助，轻残
学员轮流在医院陪护照料他，不断
有拄双拐、坐轮椅的残友来病房问
候和鼓励他。

残疾人朋友生活大都十分困

难，残友范二许连电话费都舍不得
交，却拿出50元表达心意；周富强
坐着轮椅买来核桃露送到医院；蔡
东洋读小学的女儿和侄女也拿出零
花钱送到张红杰手里；残友刘真真
上初中的女儿刘畅听说妈妈要捐
款，也要给张红杰伯伯献爱心；郑洁
丽腰椎间盘突出躺在床上下不了
地，自己捐了款又把爱心善筹发到
自己的朋友圈；田铎、王海艳夫妇都
是残疾人，生活也十分困难，仍跑到

医院送上200元……
同一病房的病友对记者说：“想

不到残疾人之间能这样互帮互助，
这样的场面我看着都感动。”

张红杰说，现在大家送来的捐
款已经有1万多元，每一笔捐款他
都记下来了。他听说北京有医院能
根治他的病，“去北京看病要花的钱
太多了，可是有这么多善良的人在
关心着我，我有勇气和信心面对。”
他说。

好人张红杰病倒之后

张红杰趴在病床上写诗。 本报记者 禹舸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