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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喝牛奶我们送 每天送到家门口
三色鸽奶业读者优惠活动：1.预订1个月，送代金券一张（面值10元），次月使用可抵奶款。2.预订3个月，送代金券5

张（每张面值10元），此后每月仅限使用1张。3.预订1年，送2个月瓶装奶（赠品与所订产品一致，不可调换），活动截止日
期：4月10日。

巴氏鲜牛奶：3.5元/瓶 105元/30天
风味酸牛奶：3.5元/瓶 105元/30天
畅轻松发酵乳：4元/瓶 120元/30天
畅轻松草莓：4元/瓶 120元/30天
木糖醇酸奶：4元/瓶 120元/30天

无糖酸奶：3元/瓶 90元/30天
高钙酸奶：2元/袋 60元/30天
巴氏鲜牛奶：3.5元/瓶 105元/30天
原味酸牛奶：3.5元/瓶 105元/30天
生鲜乳：5元/斤（两袋） 150元/30天

牧场鲜奶：4元/瓶 120元/30天
原味酸奶：4元/瓶 120元/30天
益生菌酸奶：4元/瓶 120元/30天
红枣酸奶：4元/瓶 120元/30天

市区各发行站配送电话：新华发行站 4940009 卫东发行站 2220366 3260868 湛南发行站 7052439 3730307 新城区发行站 2667653 3739212

门店地址：平顶山日报社大门西侧50米读者服务中心（建设路西段鹰城广场对面） 咨询电话：8980198 4943059

三色鸽奶业 晶珠奶业 花花牛奶业

“疯子哥，鲁山的佳佳（化
名）想来见见你，感谢你对她的
帮助……”4月7日，王石岭接
到爱心人士武振宇的电话。

“别，别让孩子乱跑了，在
家好好学习，等开学了，我去看
他们……”王石岭说。

王石岭今年51岁，家住湛
河区河滨街道苗侯村，是爱心
之家志愿助学协会西南分会负
责人。十几年来，他直接资助
或通过他资助的贫困学生有千
余人。因痴迷公益，熟悉的人
都叫他“疯子哥”，他的大名却
鲜有人知。

4月7日，记者见到他时，
他在整理今年计划资助的贫困
境孩子名单及计划慰问的孤寡
老人名单。刚才说的佳佳，家
住鲁山县张店乡崔沟村，在鲁
山县一高上高一。佳佳姊妹3
人，姐姐在郑州上大学，妹妹刚

上小学一年级。佳佳的父亲患
有癌症，治病花光了家里的积
蓄，一家人就靠母亲打零工为
生。前年，王石岭在鲁山走访
时，将佳佳纳入资助行列。

“助学金一年 1200 元，今
年的助学金，年前就准备好
了。”王石岭说，今年春节前，他
还专门为佳佳准备了今年开学
后用的棉被，由于疫情原因一
直没有送过去。

在王石岭的桌前，摆着厚
厚的一摞资料，有孤寡老人帮
扶名单、分会帮扶名单，还有一
些基金会的帮扶名单……一份
份资料分门别类，整整齐齐。
翻开名单，被帮扶人姓名、住
址、家庭情况、如何资助、前去
调查的志愿者名字、时间等，一
应俱全。

“爱心人士信任咱，让咱发
放，咱不能辜负人家的信任，每

一笔钱，来去记得清楚，也方便
给人家说。”王石岭说。

据了解，今年爱心之家志
愿助学协会西南分会计划资助
困境孩子 87 名、孤寡老人 20
余人。“资助的孩子，小学、初
中、高中都有，助学金都已准备
好了，除了高三的学生功课紧
张，年前就已经给他们送去
了。其他孩子的助学金原计划
今年一开学就发的，结果发生
了疫情。”王石岭说。

疫情期间，王石岭作为志
愿者，积极参与湛河区河滨街
道设立在乌江河桥头附近的卡
点值勤。“其实，我有两个心愿，
一个是想加入中国共产党；再
一个心愿就是希望疫情过去
后，尽快将助学金给困境孩子
送去，让他们安心学习，无后顾
之忧。”

（本报记者 牛超 文/图）

我想尽早将助学金
送到困境孩子手中

“爸，尝尝我做的大盘鸡！”
“中中，光闻这味都可香！”
昨天中午，在新华区西市

场街道金山社区百合金山小区
居民芦荣家，系着围裙的芦荣
将刚做好的大盘鸡端到茶几
上，招呼看电视的父亲芦振国
吃饭。

芦荣今年29岁，是市中医
院的护士。从春节开始，芦荣
一直坚守在岗位上。她说，疫
情过后，她想多陪陪父母，抽空
带他们去北京逛逛。

芦荣是呼吸科的护士。
疫情期间，她和同事听到患者
对他们说的最多的话就是谢
谢。她当护士近10年了，从没
有觉得这份职业有多高尚，但
这次疫情让她为自己从事的

职业感到深深的自豪。
芦荣是家中的独女，父亲

是平煤神马集团的退休工
人，母亲是做小生意的。她
说，虽然成家了，但在父母面
前总觉得自己是个孩子。这
次疫情发生后，通过媒体上关
于疫情的报道，她意识到了亲
情的重要。

“父母没跟我们住一块，
爸爸身体又不好，让人可担
心，我不能去看父母，只能借
送菜，远远地大声跟他俩说几
句话……”芦荣说，疫情期间，
父母住的小区封闭了，虽然有
微信群给居民送菜，但父母不
会上网，每隔三五天，她就借
上下班的机会将菜送到小区
门口，打电话让父母取。天天

待在家里的父母也很担心她，
虽然见不成面，却常常在电话
中一遍遍地嘱咐她，工作时一
定要做好防护，没事别老在外
边跑。

芦振国几年前因病做过手
术，身体一直都不太好，近段时
间疫情缓解后，芦荣将父亲接
到家中居住。“女儿可孝顺，天
天吃饭都给我端到跟前。”他
说。

“我记得那年爸爸刚出手
术室，我问他疼不疼啊？他没
回答我，只说等他好了，一定
得去北京转转。”芦荣说，这几
年爸爸身体恢复得不错，疫情
过后，她最想陪着父母去北京
逛故宫、看升旗仪式……

（本报记者李霞/文李英平/图）

我想陪父母到北京逛逛

受访人：王石岭 年龄：51岁 职业：助学志愿者
微心愿：助学金早已准备好，期待疫情过去，尽早将助学金送到困境孩子手中。

受访人：芦荣 年龄：29岁 职业：护士
微心愿：最想摘下口罩后，多陪陪父母，带他们到北京逛故宫、看升旗仪式……

4月7日，王石
岭在整理今年的
帮扶困境孩子名
单。

昨天，下班
回到家中的芦荣
为父亲按摩。

没有一个冬天不可逾越，没有一个春天不会到来。突如其来的疫情让我们对生活有了新的认识：原来那些看似寻常、唾手可得的平凡生活如此珍贵。
即日起，本报开始征集市民“微心愿”，要求健康向上、有正能量，可以是想做的事，也可以是想见的人等。如果您想借助晚报分享自己的心愿，就赶快联

系我们吧！参与方式：关注平顶山晚报微信公众号，发送文字“微心愿”+姓名+联系方式+心愿内容；或拨打晚报热线4940000咨询、报名。 （范丽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