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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年省下个“伟人博物馆”
本报记者 王影 文/图

金水区庙李镇出了个“奇人”，50年
来不吸烟、不喝酒、不吃肉，省吃俭用，耗
资上百万，收集了3万余件“红色藏品”，
建展览馆，办展览，供人免费参观，到目
前为止，已有13.6万人次参观。他就是
郑州39中退休教师王金民。

走进庙李村1号院王金民的展馆，
有毛泽东展厅、邓小平展厅、江泽民展
厅、胡锦涛展厅，以及抗震救灾、2008
年奥运会等国家发生的大事件展厅。

“这里共有18个展厅。”王金民介绍，这
根本不够用，还有不少藏品锁在箱子
里，还需要五六间展室。

1959年刚到郑州39中参加工作的
王金民，工资只有 29 元钱，为了搞收
藏，50 年来，他到过北京、上海、广州、
杭州、桂林、武汉、韶山等 50多个城市
的旧书摊和古玩市场“淘宝”。提起收
集这些展品的经历，王金民感慨颇多。
让他记忆颇深的是 1970 年那年，到杭
州出差，在一个丝织品商店，一幅 129
厘米宽、177厘米高的手工丝织毛主席

挂像吸引了他。因为买不起，他进进出
出那家店 10 多回。最后，还是借钱买

了下来。
1997年，王金民退休后，开始着手

整理藏品，突然萌发开办革命传统教育
展览馆的想法。终于在 2004 年，在二
儿子李长福提供的8间房子里，金民家
庭展馆正式“营业”。“因房间不够，我只
能把最有意义的展品挂出来。”

金民家庭展馆办成后，名气越来越
大，2006年 6月，庙李镇镇政府免费为
他提供了 18 间房子，金民展览馆正式
挂牌，党员干部、学生老师、村民以及打
工人员，参观的群众络绎不绝，到现在
为止，参观人数已经达13.6万人次。

王金民介绍，自己家世代都是农
民，自己是第一个文化人。他从上小学
到初中及以后推荐到郑州师专上学，都
是靠国家的补助，这让他时刻充满感恩
之心。建展览馆，也正是出于要回报社
会、为社会作贡献的初衷。

在金民展览馆里，王金民为自己安
了个床，他常一人吃住在展览馆里，十
天半月不回家一次。他的3个儿子，为
帮王金民办展馆，起初为他提供房子，
现在还在经济上“接济”他。

爱的温暖
本报记者 靳刚 实习生 王自忠 文/图

近日，志愿者李雪敏来到解放路90多岁
的孤寡老人张慧贤家里，为孤寡老人剪指
甲，老人亲切地拉着她的手说：“闺女，谢谢
你，你以后就是俺的亲闺女，没事一定来看
俺啊……”“不用谢，我们是阳光·真爱社工
服务站的志愿者，帮助老人是我们的义务。”

刚刚成立的阳光·真爱社工服务站是继
绿城社工服务站后的又一家专业社工服务
站。是由郑州爱馨养老集团创办的。

滨河爱馨老年公寓的王奶奶今年已经
80多岁了，她说：“这里不但服务人员照顾得
很周到，饭菜不用自己做，衣服、被褥脏了有
人洗，而且逢年过节，都有社工志愿者来到

老年公寓中陪我们聊天，演节目，打扫卫生
等，年纪大了，要的就是这个‘味道’（心
情）。”

去年秋天,爱馨老年公寓组织老人们到
郊外活动,郑州市卫校的青年志愿者就积极
组织起来,帮助老人们整理东西,拿包裹,搀扶
老人们下楼上车。已 90岁高龄的蔡奶奶行
动不便,为了不给大家添麻烦,就决定不出去
了。同学们经过商量后决定,轮流背她上下
楼、上下车。蔡奶奶流着眼泪说：“这些同学
走了一批又来一批,虽然人员一直在变动,但
是他们做好事、帮助人的热情却一点没减，
这样的好事三天三夜也说不完。”

年轻楼长解百愁
本报记者 王璇 实习生 岳淼 通讯员 杨雪飞

在三官庙社区，只要一提起刘
淑华，人人都会竖起大拇指赞她
是“活雷锋”，别看她年纪轻轻，却
主动承包楼道清扫、绿地维护任
务，义务参加社区巡逻，热心为邻
里服务，时间一久，只要是谁家有
困难或烦心事，几乎都会先想到
她。

今年32岁的刘淑华是三官庙
社区众多楼长中最年轻也是最能
干的，5年时间里，热心为邻里服
务,不图回报。收交清洁费、小区
管理费，她总是不辞辛苦，一趟一
趟楼上楼下地跑。为双职工垫付
煤气费、水费更是经常的事儿。
年轻父母遇到了育儿难题首先想
到的就是杨姨。谁家有了烦心事
儿都愿意和她聊聊，刘淑华的电
话成了邻里热线。

去年汶川大地震时，她带头

捐钱捐物，在她的影响和组织下，
六号楼全楼共捐款3000多元。“我
平时除了忙家务外，更多的时间
是用于和居民的交往上，我想在
熟悉各家的情况下，在居民遇到
困难时都可以帮助他们。”刘淑华
说。

刘淑华住的是座老楼，水管
漏水严重，每月水费合到四块多
一吨。她看到眼里急在心里，为
六号楼进行一户一表改造，她和
另外一个热心居民跑审批，组织
收交改造资金，忙得团团转。最
后只剩下一家不愿交改造费，该
户和厂里有经济纠纷，水费是厂
里代交，改造后将对他不利。她
得知这一情况后，自己把几百元
的改造费垫出来，在她的劝导和
感动下，这一住户最终交了改造
费。

孤寡老人老来福
本报记者高凯 通讯员宋娜

八栋楼社区孤寡老人罗兰英
老来有福，孤孤单单过了大半辈
子，却在晚年有了一群孝顺自己
的“孩子”，昨日这些“孩子”带着
扫把、拿着生活用品来到她的家
中，帮着她整理小屋子。

72 岁的罗兰英是个苦命老
人，2006年她被房东从出租房里赶
了出来。那一晚，老人一个人在街
上睡到凌晨4点多，直到夜巡的社
区工作人员发现她，才把她从街上
抱到屋中。帮助了老人，工作人员
事后却犯了难，因为很多居民家中
都没有房子可租，大家都不知道该
怎么安置老人。无奈之下，小李带
着罗兰英找到杜岭办事处。了解
老人的情况后，办事处工作人员自
掏腰包为老人凑了一笔费用，还决
定拿出社区的一间办公用房当做

老人的住处。
“我当时都觉得可为难小李，

他们一帮子人这样帮我，还把社
区的办公用房腾出了一间让我
住，我心中太感激了。”罗兰英老
人说。

此后，社区的工作人员拿着
大伙儿凑的费用，为老人买睡床、
被子、炉子、煤球、米、面、油等东
西。罗兰英有了家后，办事处和
社区的工作人员还专门制定一个

“照顾老人当儿女”的计划，就是
逢年过节要看望老人，平时由工
作人员轮流到社区为老人打扫卫
生、洗衣服等。

如今，在工作人员们照顾下，
老人的身体比以前好了，脸上的
笑容也多了，没事儿还经常骑着
三轮车出去转转，幸福得不得了。

相濡以沫情爱浓
本报记者 刘玉娟

“人说‘少年夫妻老来伴’，俺
社区就有这样老两口：妻子患有
帕金森综合征且双目失明多年，
老汉为了照顾老伴，天天为老伴
穿衣、洗脸、做饭、喂饭。邻居们
每次看到他俩相互搀扶着一起外
出散步，都夸老太有福气。”昨日，
接读者报料后，记者在中原区卧
龙社区采访到这么一对感人至深
的患难夫妻。

来到马作新、冯静清夫妇家
里，正碰上老马在给老伴冯静清
一口口地喂饭。得知记者一行
专程来采访自己和老伴，62 岁的
马作新老人不好意思地笑着说：

“两口子之间相互照顾是应该
的，不是啥大不了的事儿。”听到
家里来了客人，双目失明且右手
不停颤抖的冯静清动情地对记
者说：“我都成他的累赘了，他对
我还这么好，我这心里头……”
说着就掉泪了。

据老马介绍，老伴冯静清
今年 65 岁，早在 3 年前因患白
内障和眼底病变而不幸双目失
明。雪上加霜的是，去年她又
患上了帕金森综合征，右臂不

停颤抖且伴有下肢行动不便，
生活完全不能自理。老两口有
一儿一女，女儿出嫁不在身边，
由于儿子和儿媳早在几年前相
继下岗，小两口不得不每天早
出晚归双双在外打工。3 年前
马作新从郑州市电器厂退休，
在家悉心照料老伴。

“ 俺 爸 对 俺 妈 照 顾 得 太 好
了，我们做儿女的看在眼里，心
里也是特别感动。其实我爸所
做的一切，都是在为我们分担责
任。”刚从外面回来的儿媳妇小
赵也凑过来对公公赞不绝口。
她介绍说，公公为了分担家庭负
担，每天早晨 5点左右就起床了，
为老伴穿好衣服，还要为她洗脸
刷牙。然后做好饭后一口一口
地喂她。

“这对老人太感人了，我们
社区有责任和义务帮助他们！”
鉴于马作新、冯静清老两口家中
目前的状况，卧龙社区冯福霞主
任说，社区每天将指定一名工作
人员轮流到家为冯静清老人提
供义务服务，帮助这对患难夫妇
共度难关。

敬老爱老好媳妇
本报记者 张立 通讯员 郑永青 文/图

床前没有百日孝，而惠济区西湖花苑社区 40岁的普通农
民刘春英，用她博大的爱心、孝心赡养瘫痪卧床的公婆13年，谱
写了一曲动人的敬老爱老之歌。

走进刘春英的家，房间里收拾得干干净净，两位高龄老人
穿戴整齐，丝毫看不出来是瘫痪在床13年的人，刘春英的公爹
89岁，患有严重的“帕金森症”、脑梗塞，瘫痪卧床十年整；婆婆
患有糖尿病、心脏病、脑梗塞，视力不好，瘫痪卧床13年。刘春
英每天在家里侍候两位老人，也没有别的帮手，每天喂饭喂药。

由于老人长期卧床，浑身僵硬，刘春英每天都要抽时间为
老人按摩。为了更好地照顾两位老人，她长年都睡在客厅的沙
发上，随叫随到。13年的精心照料，80岁高龄的婆婆病情慢慢
好转，现在已经能下床走路了，可是刘春英自己却累白了头发，
累弯了腰。

十几年来，为了照顾公婆，刘春英去看望自己母亲只能是
一小时的时间。她面有愧色地说：“我虽然牵挂我的父母，但我
们姐妹多，都能理解我。我的丈夫是公婆抱养的唯一的孩子，
我们更要尽到孝道，让老人安度晚年。”

刘春英的事迹被邻居们传为佳话，刘春英成为社区里妇女
们学习的榜样。

情系异乡迷路女
本报记者陈亚洲 通讯员刘国保

“喂，派出所吗？”３月８日晚
１０时许，在黄河滩地打工的农
民工魏少华给惠济公安分局黄河
南岸派出所打电话说，当天上午，
他厂里来了一名精神病妇女，该
妇女在厂里吃过午饭后离去，可
天黑后她又回来了。因为厂里都
是男人，让她留下住宿很不合适，
工人们十分为难，希望民警能为
他们解决难题。

“好，我们马上就去。”所长
白献伟放下电话后，马上和民警
何婷婷赶到该厂，将中年妇女接
到派出所。该妇女操着一口南
方口音，精神病的特征较为明
显，对民警的询问反应迟缓，答
非所问，说不清个人情况。在民
警不厌其烦地安抚下，该妇女终
于说出“覃玉莲”的名字和一个
电话号码。

民警当即联系，这个电话是
广西的，对方告知，覃玉莲是他们
的亲人，不过早就嫁到山东省
了。根据广西方面提供的电话，
民警又联系上覃玉莲在上海的儿
子，并从其儿子那里得到山东家
中的电话。当民警将电话打到山

东时，一男子一听覃玉莲的名字
就哭了起来，家里人正为其失踪
焦急万分。

民警为能联系上覃玉莲的家
人而高兴，但更令人担心的是覃
玉莲精神时好时坏，总要离开派
出所。何婷婷等民警为预防不
测，连续两天对其悉心照料，尤其
是晚上，女民警轮流值班，不敢放
松。

３月１０日早上，覃女士的
丈夫戴清月老汉赶到派出所，他
一见到妻子就抱头痛哭。戴老汉
是９日深夜乘火车到郑州火车站
的，心急如焚的他根据路人的指
引，星夜步行６个多小时４０余
公里，才摸到黄河南岸派出所。

据了解，戴老汉家住山东梁
山县，以种地为生，家境不好，妻
子５５岁，有精神病史，今年农历
正月初七妻子去广西娘家，当时
表现正常，可后来返回时不知去
向，可能是坐错车后迷失方向，误
至黄河岸边。

１０日上午，白献伟所长驾
车将戴老汉夫妇送到郑州火车
站。

唱段豫剧谢民警
本报记者 张立 通讯员 王洪岩

“辕门外三声炮响彻雷震，天波府走出我保国臣……”昨天
上午，卫生路一大杂院里传来优美的豫剧“老旦”唱腔，演唱者
是一位 14岁的农民工子弟李廷，他希望用自己的演唱，来表达
对民警的谢意。

李廷的老家在周口，几年前跟随父母来到郑州，父母在附
近一家清洁公司当清洁工。小李廷自幼喜爱豫剧艺术，最擅长
扮“老旦”，虽然家境贫寒，他坚持每天晚上到附近的戏迷圈当
学徒，以提高自己的艺术素养。由于刻苦钻研，不久前，小李廷
参加了河南电视台都市频道举办的你最有才选秀活动，并在活
动中获奖，别看他年纪小，在附近戏迷中可是个名人，经常有人
来找他切磋唱腔。

在几天前的民警大走访中，特巡警一大队民警得知李廷的
情况，就与其结成帮扶“对子”，打算长期对其实行帮扶。昨天
上午，特巡警一大队民警给李廷家送来了米、面、油等生活用
品。李廷和父亲对民警的到来很意外，也很高兴，赶紧招呼民
警坐下。激动的李廷换上自己的演出服，为民警演唱了豫剧

《穆桂英挂帅》选段。

土地证办好了
本报记者 靳刚 通讯员王瑞萍 实习生王自忠

昨日，商城东里社区主任凡明亭接过了105号院居民写有
“情系居民、廉洁奉公”锦旗后，感觉到了它沉甸甸的分量，这是
居民对社区辛勤工作的肯定。

城东路105号院是原郑州市绿城地毯厂的家属院，院内有
7 栋楼、378户居民。郑州市绿城地毯厂于 1997年宣告破产。
破产后，其家属楼院变成了无主管楼院，院内没有物业，居民事
务无人管理。2003年市政府要求单位家属院必须办理房屋土
地证，土地局需要楼院的原始规划图纸，绿城地毯厂早已破产，
各种资料已无处可查。此事便成了105号院378户居民的一块
心病，而且一搁就是好几年，大家渐渐对办理房屋土地证这件
事不再抱任何希望了。

2007 年，在城东路街道办事处商城东里社区的帮助下，
105号院成立了自治委员会。当自治委员会把此事反映给社区
后，商城东里社区工作人员便冒着夏日的酷暑，往返于各主管
部门。邀请管城区土地局给大家讲解办理土地证的事项，协调
派出所开具相关证明，去市房产管理局复印该院的原始规划
图，组织该院378户居民复印整理所需相关资料……经过一年
的努力，终于在2009年2月将土地证发给了大伙。

五保老人辞世 社区人员相送
本报记者高凯 通讯员王蕴华

住在工人新村社区的五保老人韩金宝离
世，由于身边无儿无女，社区的工作人员承担
起老人的后事。

3月3日，居家养老服务员小孙像往常一
样来到韩金宝家中服务时，发现老人情况不
对，就赶紧拨打 120，并求助附近的邻居及社
区工作人员帮助。

接到求助后，社区书记李湧涛和同事
立即赶到现场。在确认老人已经死亡后，
现场的医护人员要求家属签字，由于老人
无儿无女，社区工作人员当起老人的家人

签了字。
“老人生前无儿无女，常年是一个人独

来独往。后来，由于身体每况愈下，加上无经
济收入，社区就发动居民伸手援助老人，并为
其申请了居家养老，老人生前只有居家养老
员陪伴。”社区主任李静对记者说。

当天下午，社区工作人员放下手头的工
作，并凑起一笔丧葬费用，将老人送至殡仪馆。

在随后的几天中，社区的工作人员跑前
跑后到殡仪馆处理老人的后事，直至 11日才
将老人圆满送走。

11日上午，在二七区侯寨乡樱桃沟村，农民们为种植果树做准备。为了解决农村闲置劳
动力，二七区今年由区政府出资150余万元购置果树树苗3.8万余棵，免费让农户种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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