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小燕子，穿花衣，年年春天来这
里……”昨日上午，一阵阵优美的儿童歌曲
从郑州市残疾人康复教育中心院内传出，
只见一位年轻的女教师，指挥着一群活泼
可爱的聋哑儿童在放声歌唱。她就是郑州
康园听力言语康复中心主任张洛梅。

人们不禁要吃惊地问：这些连话都不
会说的聋哑儿童，怎么会唱出如此好听的
儿童歌曲呢？

故事还得从11年前说起――

创办“康乐园”
那是 1997年春节，当时只有 25岁的

张洛梅到浙江大姐家过年，无意间看到中
央电视台《健康之路》节目中，介绍黑龙江
绥化一所聋儿康复中心帮助聋哑儿童康
复的情况。从大姐家回郑后，张洛梅很快
与中央电视台《健康之路》栏目取得联系，
了解相关信息，又到河南省残联了解到全
省有 6.8万名聋儿。面对如此多的聋儿，
一种社会责任感在她的心中不断升腾：

“康复一个聋儿，解放一个家庭，稳定一片
人心。”

张洛梅的想法，很快得到了郑州市残
联的支持，专门在市残疾人康复教育中心
院内腾出带有庭院的三层小楼。于是，她
投资近 40 万元，按儿童心理和聋儿特点
装修房子，购置设备和玩具、教学用品，招
聘教师进行培训。1998 年 3 月办起了集
聋儿语言康复、言语矫治等为一体的郑州
康园听力言语康复中心。

爱心献聋儿
不少家长带着孩子相继前来咨询、报

名。她和老师们充分吸收国外先进教育和
康复理念，精心培育这些聋儿，把一片爱心
和真情献给孩子们。

2007年 8月，不到 4岁的聋哑女孩小晴
入园不久，孩子的妈妈就要求退学，要改送
女孩的弟弟小杰来上学。经了解，这两个孩
子都是聋哑人，父母感到都来培训，经济负
担不起。张洛梅了解到这一情况后，就耐心
地做孩子父母的思想工作，同时，决定减免
女孩的康复费、托费，还向有善心的好朋友
求助，每月资助孩子600元。

来时不会说一个字的聋哑女孩小晴，
经过一个多月的培训，就会叫“爸爸、妈
妈”了。孩子的父母激动得泪流满面。

真情育“弱苗”
聋儿康复过程曲折而复杂，每教

一个字，老师要比教一个正常孩子
不知要多付出多少倍的心血。比如
教 孩 子 学 会 一 个“ 苹 果 ”词 语 的 发
音，要让孩子们先看一看、闻一闻、
尝一尝，再面对面地教孩子们的口
形、舌位和发音。为了让孩子发音
正确，张洛梅和老师们让孩子用手
摸 自 己 的 舌 头 ，来 感 觉 发 音 的 部
位 、气 流 和 舌 根 的 运 动 方 向 ，无 数
次地练习“苹”、“果”单字的发音。
待单字发音正确了，然后再练习词
组的发音，一次、二次、三次……她
的 舌 头 常 常 被 孩 子 们 摸 得 阵 阵 恶
心、呕吐。

有个 5岁聋哑男孩小宇，今年冬天
入园时，由于听力差，说话不标准，纠正
一个音就得花一个多月时间。可张洛
梅总是百教不厌，让小宇学会了说话。

张洛梅和老师们用慈母般的爱培
训聋儿，一批批聋儿得到康复。到目前
为止，郑州康园听力言语康复中心已收
训来自全国各地近千名听障儿童。为
此，她也先后被评为省市扶残助残先进
个人、市三八红旗手。

图为孩子们在自己画的画上，用
彩笔写上“我爱张老师”5个大字，表达
心中对老师的无限敬意。

闲不住的
“老雷锋”

本报记者 刘玉娟 实习生 高意晴

“俺社区有个 70多岁的老雷锋，成天闲不
住，只要看到社区里哪有啥杂活，他总是主动包
揽……”昨日，记者来到中原区绿东村街道卧龙
社区，见到了王玉林师傅。

王师傅的老家在山东烟台，在郑州工作和
生活了大半辈子，13年前从位于郑州秦岭路上
的六冶建设总公司退休。王师傅说，自己的身
体一直不错，但退休后却不知咋回事，一闲就腰
疼得厉害。后来，他到一家大医院看病，大夫称
他患上了“休闲式腰疼病”，建议他日常适当多
进行活动。听了大夫的建议，王师傅试着经常
到户外多活动和锻炼，没想到腰疼病居然好
了。后来，王师傅就主动为社区居民做些公益
性服务，他说：“反正都是活动锻炼嘛，为大伙多
做点儿服务，大伙高兴，我心里更高兴！”

王师傅做的每一件事都称不上大事。小区
里的公厕本来有专人打扫，可因为小区有 400
多户人家，清洁工一天定时打扫一次不能长久
保持，王师傅就又当起了“公厕清洁工”，经常进
行义务清扫；卧龙小区有一段时间没有物业公
司，王师傅看到17号楼下有个绿化带一直光秃
秃的，他就去捡些人家扔掉的小冬青树，一棵棵
地将其补种在绿化带上。

王师傅的老伴早在31年前就去世了，膝下
的三个儿子和几个孙子都是他一手拉扯成人，如
今孩子们大多在外地工作。听说老爷子天天在
社区忙活着干杂活，远在内蒙古工作的大儿子多
次打电话劝他别干了。他听后却乐呵呵地说：

“俺那小子还以为我忙活着是为了挣钱呢，其实
我做这些义务劳动很好啊，不用花钱治腰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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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爱如山
本报记者 刘招 通讯员 王英魏少杰

13年前，家住中原区须水镇柿园村的孟
建民怎么也没想到，自己的女儿竟然是脑瘫。

亲戚们都说：“扔了吧，这样的孩子你要
她干啥，是一辈子的累赘啊。”孟建民摇摇头，
坚定地说我们把她带到了世上，就要为这个

生命负责，“我看过一些脑瘫儿治好的病例，
所以我也有信心让我的孩子站起来，哪怕有
一天她站起来了，我倒下了。”正是这种信念
的驱使，孟建民用自己宽阔的肩膀背起了柔
弱的女儿，这一背背了十多年，郑州市儿童医
院、洛阳、北京十多个省、地区留下了他们父
女的足迹。

在四处求医的过程中，孟建民向专家求
教、学习按摩术，女儿9岁时他为女儿买了一
台理疗机，开始在家治疗。

孟建民的妻子是位教师，因为工作繁忙，
更多的时候是他在照顾女儿。“每天早晨6：00
起床，做两个小时的机械理疗，下班后随便扒

两口饭开始为她做按摩，从手、胳膊、肩膀到
脚、腿，又得两个小时，忙完再做一些家务，常
常要到 11 点多才休息。”孟建民说一年 365
天，他都是这么过来的，除了上班他几乎没参
加过任何同事、同学、朋友之间的聚会。

因为无法像正常人一样外出，女儿的脾
气有时会很暴躁。每当这时，孟建民总是静
静地看着女儿，等她发完火再耐心的开导
她。“我告诉她不要认为自己是不幸的，比着
那些被抛弃的孩子们，她是幸福的。并且从
很小的时候我就训练她礼貌的待人接物，懂
得感恩，我觉得思想的不健全比身体上的缺
陷更可怕。”

昨天上午，记者来到了孟建民家见到了
他女儿孟朱思琦。

孟朱思琦正坐在轮椅上认真画着画，看
到记者她抬起头主动给记者打招呼，并给记
者一个甜甜的笑容。说起父亲，小思琦忽然
严肃起来，眼睛里闪烁着晶莹的泪花：“我不
知道用什么词可以形容他，我只知道他是世
界上最好的‘好父亲’。”思琦说从 3岁以后，
她几乎没生过病，现在端碗吃饭、推轮椅她都
没问题。“现在，除了走路不稳，我觉得自己和
正常的孩子没什么区别。”

小思琦说，估计再过一年多我就可以完全
恢复健康了，到那时候她就背着书包上学去。

梅丽的“贤内助”
本报记者 栾月琳 通讯员 时淑萍梅竹 文/图

梅丽是个名人，她自强不息，以残缺
之躯创办了“梅丽热线”、“梅丽中介服务
站”，帮助解决残疾人就医、就业、婚姻等
问题，先后被授予郑州市十杰青年、全国
自强模范等称号。但很多人不知道，在
梅丽一连串荣誉的后面，有一位默默支
持她的“贤内助”，这就是梅丽的丈夫吴
玉峰。

在第十九个“全国助残日”来临前夕，

记者见到了吴玉峰。朴实的吴玉峰来自
荥阳农村，2003年他顶着巨大社会压力和
家庭压力，毅然选择与肢残人梅丽结成了
夫妻。梅丽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花在了
服务残疾人的公益事业上，而家中的一切
就完全托付给了丈夫吴玉峰。

吴玉峰与梅丽爱情的结晶——漂亮
小女儿刚满 3 岁，现在正在上幼儿园。
2006年5月，就在他们的女儿刚诞生不久，

一场意想不到的灾难再次降临，梅丽的母
亲突发脑溢血导致全身瘫痪，虽抢救及时
保住了性命，但不幸成了意识全无的植物
人。那时的吴玉峰既要照顾妻子坐月子，
又要伺候全瘫的岳母，但生性乐观、为人
朴实勤快的吴玉峰把一个家维持得其乐
融融。

走进新天地社区北庆里 62号吴玉峰
简陋狭小的家，一切都收拾得井井有条，
虽然有瘫痪病人长期卧床，但几乎闻不到
一点异味，孝顺的女婿每天数次为岳母翻
身、擦身、换洗尿垫。邻居们介绍，梅丽每
天早出晚归为残疾人忙碌，家中的一切就
由丈夫吴玉峰在照顾。

在家，吴玉峰是好父亲、好丈夫、好女
婿；出得门来，吴玉峰又是公认的社区热
心人士。他参加公益劳动、帮助困难群
众、照顾残疾居民，样样不落在别人后面。

在丈夫支持下，几年来梅丽和她的
“梅丽热线”共接听求助热线 51000多个，
收到信件 700余封，帮助一批残疾人走出
了心理的阴霾；“梅丽中介服务站”为本市
及周边地市的残疾人、下岗女工、社会失
业人员安排、推荐就业500多人次，并先后
策划了“爱心链”残疾人集体婚礼、“特别
的爱给特别的你”——关爱残疾母亲等多
场大型公益活动，梅丽本人现担任郑州市
肢残人协会主席职务，她常说：“我的荣誉
背后，始终有一个‘贤内助’在支持我，他
就是我的丈夫吴玉峰。”

兄弟情深
“哥哥没有妻子和儿女，我只有把我的身体

练好了，才能好好照顾他。”说话的是一位86岁
高龄的老人，他叫徐炳文。为了照顾他更加年
迈的哥哥，他五年如一日坚持锻炼身体。

昨日上午，记者与徐炳文老人一起来到了
他位于桐柏社区的家。“我哥哥的身体越来越不
行了，我几乎天天都得和哥哥住在一起。”徐炳
文告诉记者，他们的老家在许昌，解放前哥哥找
过一个妻子，因两人脾气不合离了婚，也没有儿
女。后来他就和哥哥去宁夏参加工作，一直没
有再找过妻子。上世纪60年代，哥哥转回郑州
印染厂工作，1978年退了休。1986年，因为哥
哥身体不好，退了休的徐炳文告别宁夏一大家
子，回来照顾哥哥，两人相依为命至今。

本报记者 王璇 实习生 郝萌
通讯员 王风生 文/图

爱心
创造奇迹

本报记者陈亚洲 文/图

邻里真情
本报记者 张立 通讯员 刘鹏

5月5日晚上，刘寨街道兴隆社区的李明新
又一次来到杨书纯老人的家中，一进门杨书纯
老人的老伴就说：“哎呀，又让你挂念了，这几天
老杨好多了。”伴随着老人的脚步映入眼帘的是
躺在病榻上的杨书纯老人。李明新随即开始细
心询问杨书纯老人的病情……

杨书纯老人居住在兴隆铺路 6号院，今年
67岁，是中储仓库的退休职工，妻子韩俊兰 65
岁，没有工作。杨书纯从 1998年患脑萎缩，完
全丧失生活能力，儿子因家中经济原因入赘到
了广东的妻子家，女儿在老人的原单位做临时
工收入微薄，也抽不出精力照料老人；平时依靠
老伴韩俊兰照料生活，喂饭、喂水、清理大小便，
多年的病床劳顿也让原本健康的韩俊兰老人多
病在身。

56岁的李明新住兴隆铺路 8号院，她和杨
书纯同为中储仓库的退休职工，作为刘寨街道
兴隆社区的一名社区工作者，1998 年以来，李
明新一直热心的帮助杨书纯一家，她经常到杨
书纯家中了解他们的生活状况，有需要帮忙的
事情她总是热心帮助。

十年来，李明新无论社区工作多么忙，她都
坚持每周到老人家中走一趟，不仅是看望生病
在床的杨书纯老人，也是陪每天因照顾老人而
无法出门的韩大娘拉拉家常，聊聊天。

为替杨书纯的妻子韩俊兰办养老统筹，她
将办理养老统筹必须的户口本等相关证件拿到
银行排队办理，办理完后再把证件送回来。十
年来，这样的情况已不是一次，凡是杨家不方便
的事情，她全部代劳。

敲开邻居门
亲如一家人

本报记者 高凯 通讯员 张宏亮

“你好，我在附近的市场上班，是你的邻
居，希望没有打扰你，我们一家人想和你们一
家人做朋友。”昨日，当家住金水区南航社区居
民老刘带着妻子和孩子敲开对门邻居朱先生
的家门时，住在一起一年多的两家人，终于从
生到熟成了开心的“一家人”。

老刘热情地对朱先生一家说：“我应该是
这里的老户了，但这还是第一次这么近距离地
和你们交谈，感觉拜访你们太晚了点，心中十
分抱歉。现在鼓起勇气敲开了你们家的门，非
常开心，以后请多多照顾。”

对家中来了“最近”的朋友、经营商店的
朱先生显得有些激动，他握着老刘的手说：“老
兄，你说什么呢？抱歉的应该是我，我是新来
户，应该拜访你。”

当天，像老刘和朱先生这样成为友好邻居
的在南航社区还有 10 多对，这一天是社区根
据居民们的要求设立的“邻居敲门日”，每月敲
一次，社区只发出通知，而不组织，全凭居民自
愿。当有一对邻居成为友好邻居后，社区就将
他们交往的情况记录下来，然后在社区居民联
欢活动中公布出来。

“能参与到活动中，很多居民都显得激动
和兴奋，因为面对新的朋友，尤其是这么近的
朋友，大伙儿免不了会充满新鲜感的。”社区一
名工作人员对记者说，现在社区已经记录了40
多对儿“好邻居”的档案，将来在社区联欢活动
中，他们会将交往的历程说出来，并鼓励更多
的邻居互相敲门，这样社区居民们的关系越来
越好起来。

小小爱心超市
传递社区真情
本报记者靳刚 通讯员王瑞萍 实习生王自忠

昨日下午，管城区城北路社区的办公室里
热闹非凡，一堆堆衣服摆放在桌子上，社区里困
难居民正在忙着找适合自己的衣服。

这500多件衣服都是爱心超市从辖区居民
中募集到的，有外套，裤子，毛衣，等等。每一件
衣服都被清洗得干干净净，叠得整整齐齐。这
些困难户拿着适合自己的衣服脸上乐开了花，
他们不停地对社区工作人员表示感谢。

城北路5号院门口的修车户金师傅一家是
从外地来郑州打工的居民，他们一家三口就住
在家属院门口的一间简易房里，靠金师傅为大
家修车挣些生活费，他可爱的儿子已经五岁多
了，还没有过一件像样的玩具，这次他跟着妈妈
一起来挑选玩具，他摸摸毛绒玩具小猴子，看看
玩具小狗，眼里充满了泪花，最后在妈妈的帮助
下他挑选了四样玩具，抱在怀里和妈妈一起开
心的回家了。

城北路社区爱心超市成立几年来一直坚
持通过各种渠道将募集到的衣服、善款全部用
到辖区内困难居民的救助工作中，这些年，爱心
超市累计为居民募集衣物 2000多件，图书 500
余册，玩具100多件，受到辖区居民的欢迎。

孝子重病之后
本报记者 张立 通讯员 周炎丽陈萍

惠济区老鸦陈街道办事处杜庄村二组居
民刘福亮是村里有名的孝子。他是一个上门
女婿，老岳父瘫痪在床数十年，他十年如一日，
冬天把他背出来晒太阳，夏天用扇子为他扇
风。为了怕老人躺的时间长肌肉萎缩，他去学
按摩和护理，只要有空就帮老人按摩。

他的岳母身体也非常的虚弱，为了给老人
增加营养，五十多岁的他跟着别人学做炖鱼
汤，邻居看到了都为之动容，也为他的孝心和
善良所打动。

今年初，刘福亮突然查到得了尿毒症，只
能靠做透析维持生命，最根本的解决方法是换
肾，可是高额的费用使他们本来不富裕的家庭
雪上加霜。

这件事牵动了大家的心，杜庄村专门为他
组织了募捐活动，办事处副书记陈增林第一个
到现场为他募捐，村上群众自发为他募捐达到
上千余人，共募捐到11228元。“谁说命运不公，
我们每一个人的关怀和善意之举，就是他获得
新生的希望。”一位捐款的村民说。

“不放弃，不抛弃，不嫌

弃，不舍弃。”这是孟建民对

自己的评价。面对脑瘫的
女儿，孟建民和妻子坦然面

对，小屋子里总是充满欢声

笑语。好父亲 10余年如一
日让女儿一步一步康复起

来，现在，除了行动不太方
便，女儿几乎与常人无异。

2008、2009 连续两年，孟建

民被中原区妇联评为“十佳
文明家庭”中的“好父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