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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胡耀华

“梦林快放学了，看这天要下
雨，你拿伞去接一下吧。”6月17日
下午，在鲁山县熊背乡草店村，望
着门外阴暗的天空，40 多岁的刘
三妮对丈夫王新新说。

“我还是开车去吧。”王新新应
诺着，拿起车钥匙出了屋门。

梦林姓王，今年12岁，在距家
约一公里远的村小学上学。由于
特殊原因，2018年以来，梦林成了
刘三妮家的一员。

贫困家庭遭遇不幸

王梦林家在王新新家后面，不
过眼下已全部拆除，成了一片空地。

“村上今年给她家申请了移民
搬迁房，不过现在还没人去住。”草
店村村民委员会副主任王小孩说，
也幸亏王梦林遇上了好邻居，否则
她的生活真成问题。

王梦林原本有个五口之家，梦
林与父亲、母亲、哥哥和伯父生活

在一起，生活虽不富裕，也其乐融
融。2017年，王梦林 60多岁的父
亲因病去世。母亲由于有智力障
碍，生活不能自理，哥哥王震虽已
满18周岁，但因系二级智力残疾，
一顿像样的饭也不会做，一家人生
活全靠尚未成家的伯父。然而屋
漏偏逢连阴雨，2018年，王梦林的
伯父也因病去世。

“那时候我们真是没少发愁，
特别是梦林的母亲，不给她端饭她
都不知道吃。”鲁山县教体局驻草
店村第一书记马国良说，为帮助王
家，他们在政策允许范围内全力给
予了照料，尽管如此，他们还是不
放心，隔三岔五就去王家看看。

好心邻居出手相助

由于王梦林家的特殊情况，刘
三妮和丈夫果断决定，帮助王家人
渡过难关，毕竟住得那么近，梦林还
喊他们哥哥嫂子哩，看着于心不忍。

刘三妮和丈夫的决定让不少
人感到吃惊，“也不知道图啥哩”，

有村民议论说。
王新新是熊背乡政府农业中

心的一名普通工作人员，他说，他
啥也不图，就想尽尽自己心意，帮
助这一家人。

王新新的女儿嫁到了浙江，亲
家在江苏南通经商，和亲家商量
后，王新新把王震送到了亲家那里
打工，其实就是随便干点活儿，挣
点钱。王新新又通过个人关系将
梦林的母亲安排到鲁山县董周乡
一家养老院，每月从王震干活的薪
酬中拿出一千元钱支付养老院费
用。王梦林留在家里上学，吃饭由
刘三妮义务帮忙。

事情似乎都安排妥帖了，但
2018年的一个晚上，王梦林突然跑
到刘三妮家大门前拍着门哭喊，说
她一个人在家害怕，不敢睡觉。

“当时很晚了，我就给她洗洗，
然后让她和我一起睡了。”回忆起
当时的一幕，刘三妮心疼地说，也
就从那天起，王梦林再没回过自己
家，吃住都在她家。刘三妮专门把

一楼紧挨着自己房间的一间屋子
腾出来给王梦林住，新买了被子，
把小房间收拾得干净温馨。

刚到刘三妮家时，梦林的卫生
习惯很不好，与小伙伴儿们一起玩
耍时总喜欢在地上滚爬，刘三妮见
状就忍不住教她，有时还批评她。

“孩子可能因为原来生活环境的原
因，有些习惯没养成，既然现在到
我家了，我就要尽到责任，把孩子
带好。”刘三妮说。

“俺嫂子批评得对，批评我也
是为了让我学好。”梦林懂事地说，
她已经把嫂子家当作了自己家，而
且嫂子和哥哥对她特别好，有好吃
的自己都舍不得吃，给她留着，特
别是给自家哥哥王震和母亲也安
排了生活的地方，让她每每想起心
里都满是感激。

“这闺女算有福气，刘三妮家
经济条件好，跟着她不会受罪。”草
店村一名村民说，原来梦林在家时
经常弄得脏兮兮的，现在变得知道
干净了，学习也努力了。

小女孩家庭遭遇不幸
好心邻居给她一个家

□记者 王春生

本报讯 昨天，市委宣传
部传来消息，市鹰都曲艺创作
研究中心等 12 家单位被命名
为2019年市特色文化基地。

2019年，我市涌现出一批
独具特色的文化基地，为进一
步发挥示范引领作用，推动全
市文化繁荣兴盛，经申报、初
审、考察、评议，决定命名市鹰
都曲艺创作研究中心、平顶山
文化产业研究院、汝州市和堂
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宝丰清凉
寺汝官窑遗址管理处、宝丰酒
业有限公司、叶县县衙博物
馆、叶县叶邑镇段庄村村民委
员会、舞钢市书画院、鲁山县
段店花瓷技术开发有限公司、
鲁山县兰亭文化传播有限公
司、平顶山市金玉坊商贸有限
公司和平顶山问境文化传播
有限公司等 12 家单位为 2019
年市特色文化基地。

由市文联推荐选送的市
鹰都曲艺创作研究中心以曲
艺传承为主要特色，创作排演
的河南坠子《义薄云天》及《河
南爷们》、小品《香山寺下的喜
事》、相声《洗脚秀》等曲艺节
目深受群众欢迎并在很多赛
事中获奖。

我市命名一批
特色文化基地

□记者 吕占伟

本报讯 为帮助贫困学子
缓解生活压力，为其营造快乐
的成长环境，6 月 17 日，共青
团鲁山县委携手焦作市乐助
社会救助服务中心，在鲁山一
高举行“乐豫一帮一助学款”
及“乐助文具包”发放仪式，为
鲁山县 76 名贫困学生发放
14.4 万元助学款和价值 1.3 万
元的文具“大礼包”。

共青团鲁山县委有关负
责人介绍说，去年 1 月 18 日，
焦作市乐助社会救助服务中
心为鲁山一高50名贫困学生
发放了9.04万元助学款；去年
3月 19日，该中心分别在鲁山
一高、二高和鲁山县瓦屋镇、
土门办事处举行“乐豫一帮一
助学款”及“爱心饭卡”发放仪
式 ，为 79 名 贫 困 学 生 发 放
14.04万元助学款。据统计，该
中心从去年至今为鲁山县贫
困学生发放助学款和物资合
计价值38.78万余元。

据了解，焦作市乐助社会
救助服务中心是在焦作市民
政局登记注册的民间公益机
构，主要从物资上、情感上解
决困境儿童学习和老人生活
问题。该中心的“乐豫助学”
项目主要致力于解决在校困
境儿童、留守儿童、事实无人
抚养儿童的经济问题，给予符
合条件者每人每年 1200 元到
2000元不等的资助金，直至其
高中毕业。该项目已在焦作、
新乡、洛阳、南阳、平顶山、济
源等地惠及数百名贫困学生。

爱心机构再向
鲁山贫困学生
发放助学款

□记者 孙书贤 文/图

本报讯“这泥雕真漂亮，你看
这荷叶，还有鲤鱼，都跟真的一样！”

“这样逼真的泥雕还是头一回见到，
真是高手在民间啊！”……昨天上
午，在郏县安良镇段庵村陶瓷园区
一家陶瓷作坊里，参观者对泥塑艺
人创作的一组长达15米的《鲤鱼闹
春》高浮雕泥雕作品赞叹不已。

据了解，这组泥雕作品的创作
者是今年64岁的民间艺人李国炎，
家住郏县安良镇苗楼村，已经从事

泥雕创作30多年。
据李师傅介绍，这组浮雕是应

南方客户要求制作的，由“莲蓬映
夏”“鲤鱼闹莲”“鸳鸯戏水”三部分
组成，全长15米，他花费了10天时
间才完成。

记者在现场看到，整个浮雕构
思巧妙，布局合理，绿荷亭亭玉立，
鲤鱼栩栩如生，有呼之欲出之感。

“这组作品已经晾干准备烧
制，待出窑后交付客户。”李国炎
说。

▶李国炎在修改泥雕作品

六旬老人创作出15米巨幅泥雕

昨天，市区建设路与体育路交会处，骑行市民纷纷使用上了面罩、防晒衣和遮阳伞以抵挡艳阳。鹰城连续多
日的阴雨天气终于结束，昨天，市区最高气温升至29℃。 本报记者 张鹏 摄雨住升温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