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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王亚楠

本报讯 连日来，平顶山一中新区
高级中学18岁孤女刘育培患恶性脑肿
瘤的报道，引起众多网友和市民的关
注。1月2日至4日，《平顶山晚报》、平
顶山微报及平观新闻客户端等相继报
道了刘育培的病情，以及婶婶郑花丽为
帮她治病，停掉生意一直陪护的事。大
家感慨刘育培的不幸，纷纷伸出援手为
正在郑州治疗的刘育培捐款。除了鹰
城市民，相关报道也引起了很多外地网
友的关注。

1月4日早上9点，郑花丽返回叶县
帮刘育培申请相关救助。郑花丽的儿
子刘东旭目前在郑州大学第二附属医

院陪护刘育培。
回叶县的路上，郑花丽与记者通电

话，她激动地说：“从3日晚上到现在，
我又接到几个外地电话，要给育培捐
款，真的很感动。”

1月 4日，洛阳一名不愿透露姓名
的女士，通过微信转账为刘育培捐款50
元。记者与捐款人取得了联系。“我的
孩子看到报道后，让我把他的零花钱捐
给刘育培。”该女士说，她和孩子从平顶
山微报视频号上得知刘育培的病情后，
很受触动。了解到很多爱心人士都在
为刘育培捐款，孩子也想出份力。

同日，我市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男
士，通过晚报热线托记者为刘育培捐款
200元。该男士说：“我和育培是校友。
我从平顶山市一中毕业已经快 30 年
了，看到她有困难，想尽点心意。”当天，
记者将他的捐款转给了郑花丽。

除了河南省的网友，外省网友也关
注着刘育培的病情。安徽省铜陵市55

岁市民孙金凤 1月3日晚，向郑花丽微
信转账500元。

“我从《平顶山晚报》看到关于育培
的报道，又从平观新闻客户端找到了孩
子婶婶郑花丽的联系方式。”电话里，孙
金凤对记者说，这么多年，只要看到别
人有困难，她都会捐款。“育培太可怜
了，希望她能感受到社会的温暖，早点
好起来。”

1月3日晚至4日，郑花丽共收到网
友及鹰城好心人捐款2630元。

郑花丽介绍，刘育培已从重症监护
室转至普通病房，1月 3日，她又花了 1
万余元为刘育培做了病理检查。

“根据医生的描述，孩子的病能否
痊愈还不确定。”郑花丽说，刘育培可能
还要进行第二次手术，她会尽全力为育
培治病。她也作了最坏的打算，假如刘
育培无法治愈，她会把爱心人士捐赠的
善款捐至基金会或慈善机构，帮助更多
有困难的人。

18岁患病孤女刘育培引关注

爱心集结 网友跨省捐助 □记者 牛超

本报讯 1月4日，记者从市
气象台获悉，1月5日起3天，我
市以晴好天气为主，1月7日气
温将出现较大幅度下降，最高
气温在6℃左右。

1月 4日，我市依旧是晴空
暖阳，虽然有西北风扰动，但最
高气温仍在 10℃以上。6日是
二十四节气小寒，俗话说“小寒
胜大寒”。据气象专家介绍，
预计受较强冷空气影响，6日，
我市将刮起 6 级左右的偏北
风 ，风 寒 效 应 显 著 ，严 寒 回
归。7 日气温将明显跌落，最
高气温跌至6℃左右，最低气温
降至-4℃。市民外出要注意防
寒防风。具体预报如下：

5日，白天到夜里，晴天到
多云，偏北风 3 级至 4 级，气
温-1℃至12℃。

6日，多云到晴天，偏北风
3 级至 4 级，阵风 6 级左右，气
温-1℃至12℃。

7 日 ，晴 天 转 多 云 ，气
温-4℃至6℃。

“小寒”后降温
注意防寒防风

□记者 王春霞

本报讯 继上月 26 日资助
河南城建学院 36 名大学生之
后，1月 2日、3日，市公民无偿
献血委员会办公室连续在平顶
山工业职业技术学院、河南质
量工程职业学院举行“爱心助
学基金”发放仪式，为两所高校
18 名家庭困难学子每人发放
3000元助学金。

多年来，平顶山工业职业
技术学院、河南质量工程职业
学院每年定期开展无偿献血活
动，为我市无偿献血公益事业
作出了突出贡献。去年，两所
高校共有1600多名师生捐献热
血，挽救了众多生命。

此次，市公民无偿献血委
员会办公室专门从“爱心助学
基金”中拿出一部分钱，用于资
助两所学校中品学兼优、热心
参与无偿献血志愿服务的学
生。经两所学校有关部门筛
选，各有9名家庭困难学子成为
受助对象。

在助学金发放仪式上，市
红十字中心血站和该校有关领
导为受助学生每人发放了3000
元助学金。

平顶山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22级护理一班受助学生陈志俊
感激地说：“今后我会发愤图
强，刻苦努力，争取做一个对社
会有用的人，做一个有爱心的
人，去帮助那些曾经和我们一
样需要帮助的人。”

发放助学金的同时，两所
高校的学子纷纷登上停在校内
的献血车，撸袖献血。平顶山
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大三学生赵
夏彪捐献了400毫升全血，这是
他第四次献血。他说：“如果我
的血能够挽救病人的生命，我
会感到很开心。”

无偿献血“爱心助学基金”
再伸援手

走进两所高校
资助18名学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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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李科学文/图

从宿舍到教室，短短几百米路程，
16岁的萍萍（化名）要走上20多分钟。

小儿麻痹后遗症造成足内翻，致
萍萍多年来行走困难。1月4日上午，
坐上电动轮椅“跑”起来的那一刻，树
木快速后退，微风拂面，萍萍忍不住心
头的兴奋，开心地笑了。

她想在校园里自由“奔跑”

萍萍是平顶山技师学院一年级新
生，老家在鲁山县马楼乡。因身体原
因，她生活中有诸多不便，虽曾做过手
术，但仍需拄拐走路。

去年9月份入学，萍萍十分高兴，
很喜欢校园的风景。但她又很遗憾：
腿不方便，只能食堂、宿舍、教室三点一
线，很难到处逛逛。以后有没有可能
像其他同学一样，在校园里自由“奔
跑”，到处看看呢？萍萍说：“我的愿望

就是希望有一天，我能在校园里奔跑。”

市残联将电动轮椅送到学校

去年11月 14日，市残联为高校学
生适配辅具，根据萍萍的需求为她适
配了一双矫形鞋和一副定制助行手
杖。平顶山技师学院党委书记张晓东
得知萍萍有个在校园里“奔跑”的梦
想，遂与市残联沟通。市残联工作人
员专程前往省残疾人福利基金会，为
萍萍申请到一辆电动轮椅，送到学
校。轮椅底盘非常稳，操作起来又很
灵活，非常方便。

1月4日上午，在平顶山技师学院
的操场上，市残联工作人员李亚南为
萍萍演示轮椅操作。萍萍坐在电动轮
椅上，系好安全带，打开电源，试着轻
轻拨动操纵杆。没多久，萍萍就掌握
了使用技巧，并能原地转圈调方向。

“记住，坐上轮椅要先系安全带，
操纵时用力不要太猛，停下来要先关

电源，保证安全……”李亚南叮嘱着。
驾驶着轮椅，萍萍来到操场，拨动

操纵杆在红色的跑道上快速前进；在
图书楼前，她经由无障碍通道平稳驶
入大楼……“感谢市残联的叔叔阿姨，
让我实现了梦想。”萍萍高兴又激动。

无障碍通道让她“走”得更顺畅

近年来，平顶山技师学院招收了
一部分身有残疾的孩子，无障碍设施
建设也在不断进行。张晓东说，为了
让萍萍在校园里能“走”得更顺畅，学校
特意进行了无障碍设施的完善，操场、
图书馆、宿舍楼、教学楼等都有无障碍
通道。

在图书馆楼前，市残联工作人员
与萍萍告别。她挥手致意，依依不舍。

随后，记者一行步行至教学楼，看
到萍萍的轮椅已停在楼下。如今，从
教学楼到宿舍，她的速度快了数倍不
止，今后的路也会更加好走。

“希望有一天，我能在校园里奔跑”

市残联赠电动轮椅 残疾少女圆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