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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邢晓蕊

本报讯 郑州西亚斯学院大
四学生杨康佳努力创业，赚钱
后购买了2万只口罩送给学校，
感恩母校、感谢老师，在校园传
为佳话。昨天，记者联系到杨
康佳时，他表示还订购了一万
只口罩，准备捐赠给自己的家
乡汝州市大峪镇。

“来自汝州市的一名大学
生自己创业赚钱，上周购买了
上万只口罩赠送学校，让我们
感到特别温暖。”昨天，郑州西
亚斯学院新闻中心的老师葛格
向记者讲述了这样一件事，“杨
康佳上大学就开始创业，赚钱

后不忘回馈学校，特别值得称
赞。”葛格把录制的视频发到网
上后，杨康佳一时成了校园名
人。

杨康佳说，他总共为学校
订购了两万只口罩。“冬季防疫
任务还是很重的，我就想给学
校的老师和工作人员送一些口
罩，做点儿力所能及的事。”杨
康佳强调说，“我买口罩的钱全
是创业赚的，明年就要毕业了，
这份礼物算是我对学校、老师
的一份感谢。”

杨康佳说，他上大学后就
学着赚钱，并尝试自主创业。
大一时，他做过兼职。大二时，
他做过电子产品销售。大三

时，他在学校创业孵化中心开
了一家打印店。如今，他和朋
友合伙做起了电商生意。赚到
一些钱后，他想为学校做些有
意义的事，考虑到学校冬季防
疫工作比较重要，他便订购了
两万只口罩，还写了祝福语贴
到口罩外包装上，把一万多只
口罩送到学校后勤服务部门，
再统一分发给老师。还有一部
分口罩，他分别送给学校的宿
管阿姨、清洁工等，让他们都感
受到一份冬日的温暖。

“我还订购了一万只口罩，
准备送给老家的乡亲。”杨康佳
说，天气寒冷，口罩少不了，希
望为乡亲们送上一份温暖。

杨康佳自费购买两万只口罩送学校
这个汝州籍大学生成校园名人

□本报记者 邢晓蕊

距离 2021 年考研不
足一个月，大学校园内备
考的学生到了最后的冲刺
期，每天都在废寝忘食地
学习。12月 2日，记者在
河南城建学院、平顶山学
院随处可以看到考研人紧
张、忙碌的身影。

凌晨5点
起床学习

平顶山学院化学与环
境工程学院大四学生于迎
雪不敢耽误一点儿时间，

“我们宿舍6个人都考研，
通常5点15分左右我们就
赶到图书馆门口排队了。”
于迎雪告诉记者，进入12
月，同学们都像打了鸡血
一样，争先恐后地学习。
每天凌晨5点多，图书馆
门前已经排起长龙般的队
伍。5 点半图书馆开门
后，大家会以百米冲刺的
速度奔向座位。

“我们宿舍每天派一
个舍友到餐厅买早餐，然
后打包带到图书馆解决。”
于迎雪说，早晨，大家会背
英语和政治，朗朗的读书
声响成一片，想不学都不
行。

王永迪也是平顶山学
院化学与环境工程学院的
学生，她的一位舍友在手
机上制作了考试倒计时日
历，每天起床时都会给大
家报告一下。“考试时间一
天天临近，不拼真不行
了。”王永迪也是凌晨5点
起床，通常在图书馆学到
11点半，去餐厅吃个午饭
回宿舍休息一下，下午 1
点之后就又回到图书馆
学习。“晚饭时间大约半
个小时，然后学到10点10
分，图书馆的保安大叔催
我们收书，大家才起身离
开。”

改为
模拟考试状态

当天上午11点多，在
河南城建学院的图书馆，
电气与控制工程学院大四
学生王秀帆在做数学模拟
题，他小声地说：“我上午
通常做数学卷子，下午和
晚上复习专业课，每天都
会做一做试卷。”做完试

卷，他还会进行分析，对出
题规律、解题技巧等都要
总结一下，找到自己的知
识薄弱点着重复习、巩
固。“我对科研很感兴趣，
大一时就决定考研，增加
就业竞争力。”王秀帆对自
己的未来有着清晰规划。

河南城建学院数理学
院的关明丽也在刷数学
题，她直言最近觉得时间
非常紧张，连吃饭都想看
一看书。

平顶山学院 2017 级
信息工程学院的宋凯伦制
订了一套详细的考前冲刺
计划，从早晨6点起床到
晚上11点半左右睡觉，每
个时间点都安排了学习内
容。

“最近我们开始调整
复习计划，尽量把各科复
习时间和考试时间保持一
致，调成模拟考试状态。”
于迎雪说，学习太紧张，压
力大时心情就会莫名低
落。“有时候状态不好，研
友会拉我到操场散步、聊
天。睡觉前，我也会玩一
下手机，刷一刷视频，权当
发泄一下情绪。”

学校为
考研学子送温暖

近年来，平顶山学院、
河南城建学院的毕业生考
研人数不断攀升。平顶山
学院化学与环境工程学院
院长李松田说，学生考研
不外乎四大原因，提升自
己的学历层次、学术水平、
专业能力和扩展就业空
间。

“学生的考研需求和
我们培养人才的目标是一
致的，我们非常支持学生
考研。”李松田说，学院从
入学引导、报考动员、学习
指导、考前看望等方面对
本科生考研实施全程关爱
行动，为学生继续深造大
开方便之门。

河南城建学院也为考
研学子送上了关爱和温
暖，诸如提前开放图书馆，
并在图书馆增加了许多小
型置物架，方便学生放置
复习资料。各二级学院的
老师、辅导员也给学生送
上礼物和祝福，祝愿学生
所有的努力和付出都不会
白费，每个人都能成功“上
岸”，实现梦想。

为了考研成功
他们拼了

□本报记者 牛超

“最近太冷了，我把帽子、
围巾、手套都用起来，才感觉到
暖和。”昨天上午，说起冬季御
寒，家住市区劳模小区的张艳
说。当天上午，记者在市区街
头采访时了解到，随着天气转
冷，市场上羽绒服、冲锋衣等保
暖衣服开始热卖，帽子、围巾、
暖宝宝、热水袋、电动车挡风被
等御寒必备品更是热销。有一
种面膜式防寒面罩尤其受到电
动车一族的喜爱。

当天上午，在市区繁荣街
市场、开源商贸城等处，不少商
家将防寒保暖用品放在显眼
处，挡风被、帽子、围巾、暖宝
宝、热水袋等应有尽有。市区
繁荣街一家做锁具生意的商户
也在门前挂起了挡风被。“最近
天气突变，很多人来买挡风
被。一天最少能卖十来个。”该

商户说。
在一家卖手套、护膝等保

暖用品的店里，几位顾客正在
选购保暖用品。“听说今年是冷
冬，所以要早早做好防寒保暖措
施。”一位林姓顾客说。记者注
意到，除了常见的围巾、帽子等
保暖防寒用具外，今年的口罩
和往年相比面积上要大出很
多，除了能遮住口鼻以外，有的
甚至能盖住大半个面部，在设
计上也更加注重个性化和功能
性。此外，还有一种类似面膜
的防寒面罩更是吸引了不少人
的注意——面罩就像面膜一样
紧紧贴着脸，不仅护着脸，还护
着了额头和耳朵，只在眼睛处
留有一个“洞”。嘴巴和鼻子处
则留有一些针孔一样的小洞供
人呼吸。面罩有三种不同的款
式，有的眼部装有“护目镜”，可
以护眼；有的面罩下部较长挡着
颈部防寒。面料摸上去软软的，

只卖一二十元。
在淘宝、天猫等网站，这款

面罩更是火爆，有的店铺月销
量达到1万多个。“我今年去进
这种面罩，一直进不来，断货。”
市区繁荣街卖保暖用品的刘先
生说。

在市区开源商贸城，市民
张女士花15元钱买了一个面膜
式防寒面罩。“去年买了一个，
戴着挺舒服的。脸也不皴了，
今天就想再买个，两个换着
用。”张女士说，“这款面罩真的
是超给力，额头、脸颊、耳朵全
方位保暖，头部转动自如，骑行
也安全。”

“这一款卖得不错，不少人
都是两个两个的买。”市区开源
商贸城一店铺老板于女士说，
这款面罩去年才开始出现，因
为能将整个脸罩着，保暖效果
好，所以特别受骑电动车女士
的喜爱。

防寒保暖用品热卖
面膜式防寒面罩成电动车一族“新宠”

昨天，市区建设路街头，一位骑行女孩头戴萌熊造型的棉帽抵
御寒冷。当天我市最低气温达到-2℃，低温给出行的市民带来不
适。 本报记者 张鹏 摄

萌熊装抵严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