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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李科学

本报讯 记者昨日从市残联
获悉，今年我市第二期盲人初级
保健按摩培训班本月15日开班，
计划培训76人，报名开始。

据 市 残 联 有 关 负 责 人 介
绍，具有农村或城镇户口（以建
档立卡的贫困残疾人为主），年
龄在 18-45 周岁的残疾人均可
报名参加。报名者须具有一定

劳动能力，遵纪守法，生活能够
自理。

据悉，培训在市残疾人康复
教育中心举行，本月 15日开班，
为期两个半月。学员学费、住宿
费、生活费全免。有意愿的残疾
人可到各县（市、区）残联报名，
报名时需带本人户口簿及身份
证复印件各3份、本人近期2英
寸彩色免冠照片4张、残疾证复
印件3份。

我市盲人初级保健按摩
培训班开始报名
8月15日开班
学费住宿费生活费全免

□本报记者 张鸿雨

考生姓名：陈笑音
高考分数：531分（文科）
毕业学校：市一中
录取院校：河南工业大学

陈笑音再有 3 个月才满 18
周岁，家住石龙区南顾庄社区三
组，毕业于市一中，今年高考成
绩是531分。8月2日下午，记者
见到她时，她正在一家培训学校
为10名高中生辅导数学。采访
过程中，记者留意到她自始至终
都是微笑着的。

四间青砖蓝瓦房和两间厢
房，都是上世纪80年代建的，陈
笑音家里摆设简单整洁，最醒目
的就是正屋内张贴的近30张奖
状和荣誉证书。

立志多读书改变家境

陈笑音家共有6口人，爷爷
今年76岁，原来在石龙区五七矿
干临时工，因为长期在井下做工，
双腿患严重的风湿性关节炎，膝
盖疼痛，坐下、起身、走路都十分
困难，5年前又出现了轻度脑梗；
奶奶68岁，患有腰椎间盘突出，一
劳累腰就痛得厉害，同时又有胃
溃疡，坚持做环卫工六七年了。“原
来一个月300元，今年调工资了，
现在可以拿到650元了。”虽说钱
不多，但奶奶十分满足。

陈笑音的爸爸陈红强今年
44岁，患有高血压和糖尿病，不
能干重活，又因为学历低，多年
来一直在深圳做保安，偶尔兼职
摆个地摊。打工的地方每天只
负责提供一顿午饭，除去早饭、
晚饭和吃药开销，他每个月只能
往家里寄回1500元左右。为了
节省路费，从 2016 年春节离开
家之后，就没有回来过。“他自己
也有病，经常就是买俩馍就点咸
菜或蒜泥，来回一趟路费，就够
俺老两口一个月的药费。”母子
连心，谈起陈红强，陈笑音的奶

奶郑蕊眼睛噙满了泪水。
陈红强本来有个哥哥，哥哥

2002年因病去世了。家里有两
个老人，陈笑音上小学二年级的
弟弟也需要照顾，她的妈妈张留
群一直没法出去找活干。

家境贫寒，生活拮据，她发
誓要通过读书来改变家境。

书中自有黄金屋

陈笑音说，2014年中招考试
时她以569分的优异成绩（全班
第四名）由市三十二中升入市一
中。虽说家境不好，但陈笑音人
如其名，非常乐观，时刻保持着
开心的笑容。“食堂的叔叔阿姨
都认识我，他们都叫我‘笑妮’，
盛饭时也是格外照顾。”陈笑音
笑着说，爱笑的女生都会有好运
吧，由于爱笑，老师和同学们都
喜欢她，她和全班87名同学相
处融洽，上课举手发言时老师也
喜欢点她。陈笑音说，高中三年

来，她在生活上对自己要求很低，
从不跟同学比吃比穿，平时去食
堂打饭时，总是挑价格便宜的，为
了省钱，晚饭经常就是买一个馒
头就点从家带去的酱豆或咸菜。

“书中自有黄金屋，”陈笑音
说，“老师一直教导我们年轻就
是财富，勤奋才有出路，好好学
习，以后什么都会有的”。石龙
区距离市区较远，为了节省钱节
省时间，她4周甚至6周才回家
一次。“周末的夜晚人去楼空，没
有任何打扰，背起书本来可带劲
儿了，记得也非常快。”陈笑音
说，她的成绩稳定，最好的一次
考了全班第四名。但遗憾的是
文科综合考试时她突然头痛，没
有发挥好，只考了182分。

暑期打工赚学费

父亲每个月的工资只能抵
上全家的日常开支。大学开学
时需要带走一大笔钱，高考一结

束，陈笑音四处找活干，她干过
超市促 销 员 ，做 过 饭 店 服 务
员，后来看到家门口附近一家
培训学校招聘老师，待遇相对
好 一 些 ，她 就 鼓足勇气来应
聘。“一来试讲我们几个老师都
相中她了，思维敏捷，很有亲和
力，讲课也落落大方。”培训学
校负责人周战华说，虽说是刚
走出校门的高中生，但陈笑音
除了课讲得出色，对学生也特
别负责。

“星期一到星期五，每天上
午8点到11点半，下午2点半到
5点半，除了高中数学，我还要
辅导初中化学、数学。”陈笑音
说，既然干了，就得让学生满
意，努力把他们教好。

“努力微笑面对每一天，以
后想去银行上班，每天都可以大
把大把地数钱，争取多挣钱为家
庭减轻负担。”谈起以后的设想，
陈笑音自信地笑着说。

爱笑的女生陈笑音：

好好学习，以后什么都会有的

□记者 燕亚男

本报讯 昨天上午9点多，市民韩女
士来到本报热线办公室，顾不上喘口
气，拿出了1000元钱，捐给需要帮助的
贫困大学生。

昨天上午，身穿白色晨练服的韩
女士来到本报热线办公室，先拿出了
500元说：“这是我母亲为贫困大学生
捐的，她年龄大了，出来不方便，就让
我替她送来了，我也捐一份。”她边说
边从随身带的包里又拿出了500元。

据了解，韩女士的母亲朱老太太
今年78岁，是市实验高中的一名退休
老师，前几天从《平顶山晚报》上看到

“爱心成就大学梦”相关报道，深受感
动。于是，她拿出500元想要捐给贫困
大学生。韩女士说：“今天早上出门，
我父亲千叮咛万嘱咐，让我一定要把
钱送到最需要帮助的学子手中。”

78岁退休老师
委托女儿来捐款
母女俩合捐1000元

□记者 娄刚

本报讯“我母亲想要捐款资助贫
困大学生，但是她岁数太大了，行动不
便，你们能不能来一趟？”近日，市民宋
先生致电本报热线办公室。一提老太
太的名字“于素乔”，热线办公室工作人
员告诉记者：“于素乔就是这几年经常
捐款的那位老太太。”

记者和宋先生取得联系，他说：
“我母亲做事很认真，捐款前想了解一
下今年贫困大学生的情况。”于是，记
者搜集了近期本报对部分贫困大学生
的报道，8月1日送给了于素乔。于素
乔住在卫东区银龄老年公寓，今年已
经91岁。她表示会详细看报道，选定
资助对象后再给记者打电话。

昨日一大早，记者再次来到银龄
老年公寓，于素乔拿出了2000元钱交
给记者，她说：“我希望资助这个叫张
家诚的贫困大学生。”记者问她是怎么
考虑的，她说：“这孩子不错，你看，他
说将来如果能挣钱了，会资助其他的
贫困大学生。这种品德太珍贵了。”

在采访中记者了解到，于素乔从
晚报开展“爱心成就大学梦”活动当年
就开始捐款，到今年已经连续12年资
助贫困大学生。“以前是我和老伴一块
儿资助，他前年走了之后我也没有中
断。”于素乔告诉记者，她和已经去世
的老伴宋家龙都在平煤神马集团工
作，,夫是工程师，她是幼儿园教师。她
有三子一女，在平顶山、郑州、深圳工
作定居。“我自己身体很好，有退休金，
想资助这些想上学的孩子，希望他们
将来都有前途。”

今年再捐2000元

于素乔老人
连续捐款12年

昨日，志愿者正在为游园的小朋友斟上绿豆茶。当日，市区持续高
温，市园林处河滨公园的青年志愿者在公园入口处摆起消暑服务台，向
前来游玩赏景的市民免费提供绿豆茶、人丹、风油精等防暑用品，为市民
消暑提供服务。本报记者 李英平 摄

免费绿豆茶 帮你消暑热

来电照登

市民吴先生昨日来电：市区
体育路与建设路交叉口西北角快车
道上一下水道窨井盖盖反了，存在
安全隐患。

市民张先生昨日来电：市区神
马大道与开发二路交叉口自西向东
左转绿灯时间只有10秒，经常堵车。

市民姚先生昨日来电：新城
区长安大道与翠竹路交叉口红绿灯
不亮，行人和车辆通行很不安全。

热线回复

新城区福佑路李庵小区停
水停电三天了，居民生活不便。

本报热线工作人员与反映人
联系得知，供水供电已恢复。

□ 记者 吕占伟

本报讯 昨天下午 5时许，
我市爱心企业家李红晓来到晚
报热线办公室，为今年考上大学
的我市贫困学子刘彭垒捐款
1000元。这也是他第 5次参加
晚报“爱心成就大学梦”公益助
学活动。

李红晓刚进门，热线工作
人员就认出了他。他今年 43
岁，在市区中兴路中段开了一
家扬州修脚店，在市内还开有
几家分店。

他此番前来是为晚报报道
的贫困大学生刘彭垒捐款。刘
彭垒家住湛河区曹镇乡刘楼
村，今年高招以超出一本线 70

多分的优异成绩被西北农林科
技大学录取，奶奶患脑梗落下
偏瘫后遗症，生活无法自理，父
亲长年在市区打零工养活一家
6口人，在这样的家境中，刘彭
垒自强不息，今年高考为家庭
带来了希望。

说起来，李红晓和晚报有着
不解之缘。通过晚报举办的万

人相亲大会，他找到了现在的妻
子；通过晚报帮忙，他找到了结
婚用的双人自行车。

“十几年前，我开修脚店缺
乏启动资金，得到不少朋友和爱
心人士的帮助，如今小有成就，
所以我会尽我的一点微薄之力
回报社会！”临走前，李红晓如是
说。

今年又来献爱心，修脚店老板捐款1000元

陈笑音正在辅导学生。 本报记者 张鸿雨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