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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天到夜里晴天间多云 偏北风转偏南
风2到3级 最高温度16℃ 最低温度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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订晚报就有礼“购时惠”够实惠

首届晚报读者节来到金山社区

直播行业进入“黑铁时代”

鹰城主播期待下一个春天

共赴美好·新业态

入户解决暖气不热问题
这些情况你家有吗？

[4版]

[3版]

[2版]

□本报记者 李科学 文/图

“出摊了出摊了。”11月 17日下午5
时许，市区长青路与矿工路交叉口的
“喜乐馒头”刚出摊，几位早早等在这
里的市民就围了上来。

“在《平顶山晚报》上看见‘喜乐
馒头’的报道后，感到精神障碍患
者这个群体真的挺不容易，当时就
想着问问看在哪儿卖馒头，支持
一下。今天一看晚报公布了馒头
销售点位置，这个摊点离家近，
就过来了。”家住市区凌云路与
建设路交叉口附近的张女士说。

11月 16日，本报《“喜乐馒
头”的疗愈之路》报道刊发后，
陆续有市民询问馒头销售点
的具体位置，想去购买。记
者联系采访“喜乐之家”负责
人，17日在晚报上刊登了市
区目前正在经营中的7处
“喜乐馒头”销售点位置，
下午便有市民前去购买。

“出摊就有几个人
在这等着买馍，都说是
看了晚报才来买的，也
支持支持咱这精神障
碍康复项目，献一点

爱心。”“喜乐之家”社工朱永红照看着
新华区范围内的几个“喜乐馒头”摊
点。她说，当天的馒头比平时多销了几
十个，“明天再多备一点”。

下午5点多，康馨花园小区临矿工
路路口处，精神障碍患者昇远（化名）
在馒头摊前守候。看到记者，他主动招
呼起来：“咦，你来啦！”过了一会儿，他突
然指着对面的炸串摊对记者说：“等有钱
了，请你吃！”还搬来凳子让记者坐。

听到这话一直陪着他卖馒头、算账
的工作人员刘英既意外又高兴：“昇远进
步真是越来越大了。平常陪他出摊，我
都先帮他把箱子外面擦一遍。今天摆好
箱子，他突然自己主动找来抹布把箱子
外表擦干净了。这是头一回！我拍视频
存下来了。”

昇远一直留意着来来往往的行人。
有人来买馒头，他赶紧开箱，用手指勾起
馒头的塑料袋提手，再递给顾客，收了钱
放进小包里。

“你卖的馍可好吃！”有位女顾客
说。听到顾客夸奖，昇远虽不笑，但表情
很放松，有时还主动推销：“还有鸭蛋，捎

几个不？”
“晚报的报道一登出来，今天来买

馒头的顾客可多。今天备的量和平时
差不多，不够卖了，以后可以多备点。”
刘英说。

下午6时许，市区矿工路西段光明小
区门口，大勇（化名）正笑着招呼顾客。
附近住户多，顾客络绎不绝。当天他准
备了 400个白馒头、100个杂粮馒头，已
经卖了三分之二。

“今天准备的馒头数量和平时差不
多，但卖得格外快。”大勇说，有好多顾
客问是不是晚报上说的那个“喜乐馒
头”。有两位老人专门过来买，说：“你
这馒头上报纸啦！俺得支持支持！”还
有的顾客买了馒头，会鼓励他几句，让他
心里暖暖的。

11月 18日晚，家住市区锦绣街的楚
先生特意开车过来买了大勇几袋馒头。
他说，之前从报纸上看到关于精神障碍
患者群体的报道，觉得他们的生活太难
了，又为他们在多方帮助下重新融入社
会而感动，“馒头每天都要吃，我开车也
很方便，以后会经常来买”。

一个个雪白的馒头，不仅成为精神
障碍患者与社会重新沟通的桥梁，也让
更多人看到了希望和可能。

一位精神障碍患者的母亲从晚报上
看到报道，带着18岁的儿子找到五一路
街道河西社区“喜乐之家”，向社工表达
了想让儿子参与制售馒头的意愿；一名
35岁、智力发育迟缓者有一定生活自理
能力，家人也想让他试试……

让他们到工坊尝试分装馒头后，“喜
乐之家”负责人朱喜红根据他们的身体
状况、反应能力、动手能力等实际情况，
建议他们或继续在医院进行专业治疗，
或到河西社区“喜乐之家”康复，进行生
活技能训练、交友尝试等。

“晚报报道刊发之后影响很大，好多
人主动来找咱了。”11月 19日上午，卫东
区民政局党组副书记张红杰说，目前喜
乐馒头工坊面积、社工人员有限，他们会
向上级部门申请争取更多支持，增加社
工人员数量等，更好地服务精神障碍群
体。“现在省民政厅对这个项目也很关
注。我们通过运营喜乐馒头工坊，争取
形成可复制、可借鉴、可推广的技术规范
和服务模式。”

有人追购馒头，有人想让孩子参与制售……

“喜乐馒头”，承载着诸多感动

11月18日，市区矿工路西段，工作人员在销售“喜乐馒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