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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牛超

本报讯 11 月 7日，记者从市气象台
获悉，未来三天，我市以阴天为主，但气
温变化不大，最高气温仍是“2”字开头。

11月 7日是二十四节气立冬。据气
象专家介绍，立冬是冬天的第一个节气，
代表着冬季的开始。当天，我市以晴暖
天气开场，阳光温煦，体感舒适。气象专
家提醒市民，我市虽然午间温度相对舒
适，但昼夜温差大，早晚仍要注意保暖。
未来三天，我市以阴天为主，部分地区有
小雨或零星小雨，不过，最高气温仍在
20℃左右徘徊。

具体预报如下：
8日，白天到夜里，多云转阴天，部分

地区有小雨或零星小雨，偏东风2—3级，
气温 11℃—19℃。9日，阴天，部分地区
有小雨或零星小雨，气温11℃—21℃。10
日，阴天有小雨，气温11℃—20℃。

未来三天 阴天为主
最高气温“2”字头

□记者 李科学

本报讯 11月 6日刚参加完盲人
保健按摩培训班毕业典礼，7日，宝
丰县的张巍政就开始上岗实习了。

“感觉现在信心十足，对未来充满了
希望。”张巍政说。

张巍政是宝丰县前营乡前营村
人，今年23岁，先天视力残疾，仅有
微弱光感。他自强不息，学习很努
力，刚刚大学专科毕业。回乡后，经
当地残联介绍，张巍政来到平顶山
新绿光健康咨询有限公司（国家级
盲人保健按摩规范化实训基地），参
加市残联举办的“人人持证、技能河
南”2022年第二期盲人保健按摩培
训班。

张巍政说：“参加培训不光学习
是免费的，食宿费用也都由市残疾
人就业服务中心承担。我们什么都
不用管，只需要学好技术。”

老师教得用心，张巍政学习也
很用功，知识点掌握得快，在20多位
同学中成为佼佼者。两个月的封闭
学习结束后，技术出众的张巍政被
留在学校就业实习。“培训刚结束，
目前还在练习手法。”张巍政说，由
于每个按摩店的手法都有区别，还
要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调整，熟悉新
的内容。学习按摩让他能够自食其
力，家人也不用操心了。

家住宝丰县钟秀路的张世琛今
年24岁，8岁时失明。培训结束后，
他已经回到家，开始在宝丰县一家

按摩店实习。他接受能力很强，老
师讲得也很细致，“有手法不会，老
师拿着你的手示范，很容易理解”。
目前，他正在店内跟着老师傅学习
实际操作，提升手法，待实习结束就
可以正式上岗。

据了解，盲人保健按摩培训刚
开班就有按摩店预定学员。目前，
已有7名学员培训结束便进入按摩
店就业实习，另外 15人正与当地按
摩店洽谈。市残疾人就业服务中
心按摩管理部部长张鹏说，我市每
年都对有需要的盲人进行免费保
健按摩培训。自2019年以来，市本
级每年培训盲人保健按摩学员 80
余人，其中 90%以上实现了顺利就
业。

保健按摩培训班结业后，他们立即上岗工作了

免费技术培训让盲人获益良多

悦悦阅阅 受访人：刘国秀 身份：农民 订报时间：18年

□本报记者 吕占伟 文/图

碧绿的菜畦旁，78岁的刘国秀一
手拉一个重孙子，俯身教他们辨认菜
蔬。温煦的阳光打在他们脸上，幸福
的笑容充满感染力。

“俺这俩重孙，一个 7 岁，一个 3
岁，爱跟我玩，我经常拿着《平顶山晚
报》教他们认字。”11月4日上午，在新
华区焦店镇刘沟村，一头白发的刘国
秀笑眯眯地说。

与晚报结缘十八载

刘国秀居处简陋，屋内陈设简单，
但贴在客厅墙上的一幅书法作品字体
隽秀流畅，内容别具意象。

“家居擂台下，普通一庶民。房前
种蔬菜，屋后植杏李。从小喜种田，从中
乐融融。闲时读书报，关心时局情……”

刘国秀说，这是他于2016年春节
用毛笔书写的一首诗。诗是他自己写
的，属于个人经历、志趣的抒怀之作。
诗中提到的“书报”主要指的就是《平
顶山晚报》。

“订（晚报）18年了，一天不看就觉
得少点儿啥。”刘国秀翻出最近几期
《平顶山晚报》，指给记者看，他还用笔
在自己认为比较重要和有价值的词
句、内容下面作了标记。

刘国秀仅有初中文化程度，在上
世纪八十年代担任过村里的出纳和会
计，一直保持着读书、看报、写字的爱
好。2005年，他开始自费订阅《平顶
山晚报》，一直没中断，2023年的晚报
他刚订过。“晚报耐读，不仅有国际国
内新闻，还有贴近生活的本地新闻，更
有切合老年人的一些养生类知识，值
得一订。”

跟孩子们分开以后，刘国秀和老
伴儿种着一亩（1 亩≈666.67 平方米）
多地，还侍弄着一个小菜园。每天忙
完农活儿，他都会坐下来，泡杯茶，读
晚报，练练字。

据刘国秀透露，拥有2000多口人

的刘沟村由于缺乏支柱产业，年轻人
在外打工者居多，村里留守的老人如
何打发寂寞时光成了一个问题。

幸运的是，《平顶山晚报》成了村
里老人心头的“一簇火苗”。“俺村自费
订阅《平顶山晚报》的，我知道的就有
4个老人，年龄最长者超过80岁。我
们几个经常在一起唠嗑，报纸上的国
际国内形势、党的方针政策、养生防病
等知识，我们一唠就是半天。”刘国秀
说，他希望“这簇火苗”能再壮一些，惠
及村上更多老人。

晚报为生活添乐趣

“晚报副刊登了不少好文章，尤其

是黄昌之、曲令敏等作者的文章，我印
象最深。”刘国秀说着，从里屋拿出两
个剪报本，内有《河南日报》《平顶山日
报》《平顶山晚报》等多家报纸的内容，
也不乏上述作者的文章。

光做剪报还不够，他另备了记录
本，把一些读报心得和体会记在上面，
时时翻出来看。

记者注意到，本子上手抄了不少
史料文字，其中一篇是我市著名散文
作家曲令敏在《平顶山晚报》上发表
的一篇文章，她在文中有关“擂鼓台”
的叙述，被刘国秀抄录下来并做了笔
记。

“刘沟村毗邻中国平煤神马四矿，
处在擂鼓台山下，我最近计划写村史，

从日报文化版和晚报副刊上查到不少
相关的文字资料，对我的写作很有参
考价值。这也正是我备这个记录本的
用意。”刘国秀说。

刘国秀的老伴儿滕赏今年76岁，
不识字。刘国秀有时把晚报上的内容
读给她听，还告诉她“今儿谁谁谁又上
报纸了”，为夫妻俩的生活平添了一些
乐趣。

坚守恬淡的农家生活，尽享重孙
绕膝承欢的天伦之乐，刘国秀对眼前
的生活很知足。

“最近看到晚报刊登的我市赏景
路线，心里很向往，这几天正在跟孩子
们合计，准备哪天出门看看景、散散
心。”刘国秀说。

半生耕读开眼界 一纸墨香润心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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