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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馆老板发帖求吃面面馆老板发帖求吃面

去年 10月，这家面馆老板李刚被查出
患了骨肉瘤，手术治疗费需要 20万元。李
刚结婚后和妻子井小敏卖了 4 年烤串，才
于去年 7 月盘了这个面馆，谁知生意还在
赔钱的市场磨合期，他就遇到了这档事。

陷入绝境的李刚在网上发出一个求助
帖：“最近查出得了骨肉瘤，很是沮丧。我的家
庭不是很好，开了个餐馆，在西郊居住的群友，
闲暇外出吃饭时，可不可以来我家吃碗面？”

李刚的帖子贴出几天时间，就在百姓
中掀起波澜。食客、网友、媒体随即发起

“全城吃面”行动。
如今，到面馆吃面的比肩接踵，记者在现

场看到，屋外的一张小桌坐了5个人，上前一
打听，这5位食客分属郑州的5个单位，有律
师、教师、杂志编辑、公务员和宾馆管理者，下
班后他们相约从四面八方来这里会合。

在电力行业工作的 3位男士已经空等
半个小时了，记者问他们急不急，他们笑呵
呵地说：“我们一点也不着急，亲身感受一
下社会的温情，我们心里充满了感动。”

爱心市民吃面多付钱爱心市民吃面多付钱

从焦作、禹州赶来的网民，就为吃上一
碗“爱心面”。39岁的郑州市民袁海军高位
截瘫，25日那天，妻子推着他专程来到面馆
献爱心。还有一些人来到面馆后，并不全
是为了吃面：一位客人饭后离开，服务员收
拾台面时发现碗底下压着 500 元钱；网友
赵诣来不及吃面，直接捐了2000元；郑州爱
心顺风车网友自发筹款逾 6000元；在收银
台，时不时听到拿整钱的顾客说“不用找

了”。
看到食客太多，一些志愿者主动过来

当起了面馆的“伙计”，他们有的担任传菜
员，有的擦桌子、搬板凳，有的记账。

久违的见面语“你吃了吗？”重新回到郑
州网友的口中。郑州一家纸质媒体在25日
进行报纸义卖，所得善款全部交给李刚。一
家广播电台决定，将赠送给李刚面馆一个价
值54万元的广告时段，欢迎爱心企业以任意
价格买断，只要能够补齐李刚的手术费用。

受助夫妇恳请莫捐款受助夫妇恳请莫捐款

“从去年7月开张到李刚患病的3个月
时间，每天营业额不超过1000元，现在每天
的营业额都在万元左右，最高达到13200多
元，是过去的 10多倍。”井小敏说。目前李
刚夫妇已经挣到了约6万元钱。

井小敏告诉记者，她曾经满含热泪对捐
助者说：“我们无以回报素不相识的好心人，
只能卖个‘良心面’来报答大家的好心了！”

李刚也告诉记者，他没有想到这个帖
子会产生那样强烈的反响，这件“奇闻”印
证了“世上还是好人多”的中国传统美德。

他和妻子也商量了，大家的生活都不
容易，希望不要再捐钱了，只要到他们面馆
吃碗面就是对他们的支持。他们会记住社
会的温情，如果将来他们有能力，也会把这
种温暖传递下去。

井小敏诚恳地说，面馆不接受捐款，对
于“强行”捐款，他们尽量一一登记以便将
来奉还，对于无法登记的，会转捐给其他需
要帮助的人。
(转载自《人民日报》2013年1月30日13版)

全国校园发明创意大赛
郑州12中摘得两金八银
本报讯（记者 刘伟平）近日，在由全国创新教育活动组委

会、全国优秀期刊《发明与创新》杂志社联合主办的2012年全
国校园发明创意大赛颁奖晚会上，郑州 12中收获颇丰，共获
得2项金奖、8项银奖、7项铜奖和1项创新名师奖。

据介绍，本次大赛历时半年，由初评、网络投票、终评三个阶
段组成，分小学组、中学组和教师组三个层次的比赛。大赛共收
到来自26个省（市）、自治区的836所学校报送的20562件作品。

经过初评、复评和网络投票，共有605件作品入围并分获
金、银、铜三个奖项，郑州12中参赛的59件作品中，有16件作
品获奖。其中，校长庞非的成果《学生创新教育目标体系的构
建及评价项目研究》获得金奖，高二学生樊越华和郭毅在老师
张红勋指导下的发明设计《一种颠覆传统习惯的实用新型卫生
间》获得金奖，辅导老师张红勋获得创新教育名师奖。

本报讯（记者 李娜）1月29日，本报
刊登《“全城吃面”绿城很有爱》一文，李
刚和井小敏夫妻二人的遭遇让人同情，
他们的自强精神触动人心，市民倾城献
爱心的行为让人感动。昨日，本报联合
省会其他媒体共同发起“一碗面温暖一
座城，爱心面卡献爱心”活动，将于2月1
日 11:30~12:30，在淮河路嵩山路上的大
商超市门口举行。

“我们不想接受现金捐款，因为我
们的双手还可以劳动。”井小敏自强的
一句话，让众多想要奉献爱心的市民又

感慨又心疼。为了帮助李刚一家，又不
想让他们觉得尴尬，网友们便每天从这
个城市的各个角落来到这家位于沁河
路的小面馆，不管饿不饿，吃上一碗面，
留下一些钱。

“有的人为了帮我们，说要 5 碗面，
吃完了，放下 300 元就走，我都是追着
把钱找给他们。真是谢谢大家了。”井
小敏一方面感谢大家的无私帮助，一方
面又觉得很内疚，“我们小店的实力有
限，有时候让大家等很久，有时候根本
做不及，所以我心里特别着急，觉得对

不住大家。”
于是，本报联合省会其他媒体，共

同印制了6000张“爱心面卡”，每张卡片
10元钱，和去店里的价格一样。凭这张
卡片，市民随时可以去面馆吃面，这样
一方面可以对李刚一家进行帮助，一方
面又不用扎堆排队，可以缓解井小敏的
劳动压力。

小 小 的 卡 片 ，凝 结 着 浓 浓 的 爱
心。昨日，记者看到了设计好的“爱
心面卡”，正面是红色底色，几颗红心
包围着“一碗爱心面”5 个字, 背面是

李刚一家三口的照片，右侧还留有空
白，市民可以在上面留言写下祝福的
话语。

昨日下午，当记者拿着印好的“爱
心面卡”到医院给李刚看的时候，他激
动得说不出话来，病床上，他忍痛在“爱
心面卡”上写下：“你们的爱，给了我希
望！感谢大家！”

如果您想帮助李刚一家，可以在 2
月 1 日 11:30~12:30 到淮河路嵩山路大
商超市门口，我们将在那里义卖“爱心
面卡”。

本报讯（记者 王影 文/图）昨日，在管城区
城东路街道办事处商城花园社区，“志平热线”
创办者李志平正在整理热心人士送来的“爱心
衣物”（如图）。目前还有 500余件闲置衣物，希
望有需要的市民前来领取。

“志平热线”从 2004 年开通，目前志愿者达

3000 人。1 月 5 日,关爱特殊家庭募捐活动发出
“征集令”，短短半个月，爱心企业和爱心人士踊
跃参与，米、面、油等爱心物资不断涌来。

李志平介绍，截至目前，活动已经为辖区
空巢老人、残疾家庭、贫困家庭等 300 户家庭，
送去了羽绒被和食用油等爱心物资。

集体出行可预约公交
30人以上同一地点乘车

本报讯（记者 张丽霞 通讯员 杨超群）春运来临，郑州公
交三公司承诺：即日起至2月8日，凡在同一地点或附近区域、
同一时间有 30人以上集体出行，前往火车站或汽车站的，可
预约临时公交专线，公交三公司将提供“门到门”一站式服务。

为切实保障大学生和外来务工人员安全、方便返乡过年，
郑州公交三公司开通了春运临时专线。连日来，郑州交通学
院、黄河科技大学等相继与公交三公司联系开辟学生专线。

郑州公交三公司提醒返乡乘客，即日起至 2月8日，凡在
同一地点或附近区域、同一时间有 30人以上集体出行，由始
发地赶赴火车站、长途客运总站、长途客运南站、陇海路汽车
站 4个客流集散地的返乡农民工或高校学子，可致电郑州公
交三公司服务热线（0371-86020161、86020167），提前一天预
约，郑州公交三公司营运调度中心将就近安排车队前往。

爱惜“吃面慈善”的种子
李智勇

慈善的“2.0版本”是，进行物质上的救助、行动上的帮助时，兼
顾受捐赠人的尊严和感受。甚至还要在精神上进行帮扶，帮助受赠
者建立、坚固自立自尊之心。

郑州，“组团吃面”感动一座城。岁末，这件大众自发的爱心行
动，确实让人眼红心热。

感动之余，有心人开始琢磨：这不是简单的好人好事吧？里头
似乎有些不一样的东西呢！

有人看到了慈善方式的进步。行善，还不落一行善的名儿，受
助者实际受益而尊严无损，这好啊！

方式改善当然不错，但更难得的是，它背后还蕴含着慈善意识
升级的端倪。

什么是慈善？相信很多人张口就会答：舍钱给东西呗！
好些年前，我曾在村子里搞过一次小调查：您眼中的慈善是啥？

乡亲们的回答就是这样：“给东西”、“给钱呗”、“帮俺娃上学”……
这当然是慈善。但似乎可以称之为慈善的“1.0版本”，即：物质

上的施舍、行动上的帮助，这当然有意义。过去灾年施粥，那是活人
无数的大善事；现在匮乏地区，最有效的帮助也离不了物质和行动。

但是，就现代慈善发展的要求而言，慈善还有个“2.0版本”：进
行物质上的救助、行动上的帮助时，兼顾受捐赠人的尊严和感受。
甚至，还要在精神上进行帮扶，帮助受赠者建立、坚固自立自尊之
心。“嗟来之食”式的慈善，哪怕给得再多，也不足道。

慈善意识升级背后，更可贵的，它还折射着社会心理的进步。
放在社会伦理中看，慈善是建立在人与人平等基础上的互爱。

虽有穷富授受之别，但助人者不高于人，被助者不低于人。善，源于
我们的天性和良知，是提升人生境界的内在要求，它不应求回报，它
付出即是得到、本身即是目的，此外不应有别的目的。

明明自己拿钱资助这病人，却非要压在碗底下偷着给——这里
头，没有“恩主”、没有精心组织出来的蜡烛、歌曲、感谢词，只有平等
而互爱的人，可这是多么优雅的姿态、多么高贵的举
止、多么现代的精神啊！

应该重视这些升级版本的“种子”，并把它们散播开
去。这或许是这个爱心故事带给社会的普遍性启示。

（转载自《人民日报》2013年1月30日13版 本文
有删节）

卢展工：卢展工：

他们呵护了受助者尊严
郑州面馆老板染癌患 食客、网友、媒体一同发起“全城吃面”

人民日报记者 曲昌荣

九旬老人的节俭与慷慨
本报记者 安群英 通讯员 建州 桂春

二七区五里堡街道菜王社区住着一位91岁的老人，虽然
享受地专级待遇，却始终保持勤俭节约的本色，老人的节俭和
慷慨在社区被传为佳话。

老人叫朱成章，出身贫寒农家，抗日战争时期参加革命工
作；曾在地方任村支书、民兵连长、区人武部作战参谋；1947
年在昌北县因对敌斗争坚决、勇敢，荣立战功，并获许世友司
令员颁发的奖状。1978 年任郑州市工商局党组书记、局长，
离休后享受地专级待遇。

朱老一生经历坎坷，虽然月薪 7000 余元，但他却过着简
单的生活。问起朱老的长寿秘诀，他淡然一笑，说自己习惯粗
茶淡饭，从不奢侈浪费，他不仅自己这样做，还教育子女要勤
俭节约。他说自己很少买馒头和面条，平时总是老伴自己蒸
馍、擀面条吃。一年四季，朱老每天都要吃上两根胡萝卜，很
少到外边吃饭。逢节假日或家人过生日等到饭店用餐，他总
要告诫子女不要摆阔气讲排场、要适量点菜，临走时还会将剩
余饭菜全部打包。

朱老的家住在上世纪80年代建的单位家属院里，他说自
己出生在农村，对这样的房子有感情。朱老在生活上节俭，却
经常在公益事业上慷慨解囊。以前工资很低的时候，他就多
次资助贫困大学生，每次不低于500元，他资助过的大学生有
十几个；汶川地震他向灾区捐款累计数千元；平时社区举办捐
款捐物献爱心活动，他总是走在前头。看到院里的门卫病了，
就及时拿出钱为他治病，还为他买来衣服。类似这样的事情
数不胜数。朱老说：“我虽然老了，可是我还想为大家做一些
力所能及的事。”

朱老说，中央提倡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的规定得民
心、顺民意，今后他还会继续节俭下去。

昨日，管城消防支队消防官兵正在冒着严寒加强训练。
为不断提升消防官兵的灭火救援攻坚能力，消防官兵们每天
都会进行长跑、爬绳上楼、五盘水带连接等训练。

本报记者 宋晔 摄

昨日，惠济区书画摄影家协
会的20多名书画家和书法爱好
者, 来到迎宾路办事处英才社区
为群众写春联、送祝福。据介绍，
此次活动将陆续为群众送春联
6000余副。

本报记者 李利强 摄

500件爱心衣物待领取

昨日，贴有反扒标语和漫画的9路公交车驶入街头。车
长常书发用14个字总结了一条反扒经验：“上车就把一元
交，进了车里不翻包。” 本报记者 李 焱 摄

“老板，来碗刀削面！”“我们要3个小菜，4碗刀削面。”
1月28日晚8时，河南郑州西郊的李记卤肉刀削面馆生意兴隆。屋里几乎

水泄不通，屋外新增的6张桌也全部客满，一些人就站着等位。
一家普普通通的面馆为什么这么火爆？皆因患癌面馆老板“来我店里吃碗面”

的呼唤，给素不相识的人们平添了冬日里的一把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