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甘
愿
做
﹃
傻
子
﹄
的
王
自
强

6 责编 张学臣 校对 司建伟

电话 67655637 E－mail:zzrbqjxw＠sina.com综合新闻
ZHENGZHOU DAILY

对于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大二学生周薇来
说，3月 1日很特殊，她和同学精心策划的“微
文明 学雷锋”行为艺术如期上演。

昨日上午，文化广场，一群大学生头戴雷
锋帽，腰挎“为人民服务”字样的雷锋包，用积
极健康的舞姿“快闪”出传统风尚，新颖的形式
吸引了众多市民的眼光。

“把传统的学雷锋和‘快闪’等行为艺术相
结合，更容易唤起人们对雷锋精神的认知，这
种新颖的方式，更容易被年轻人关注和接受。”
周薇说，她们提倡细节之处学雷锋，从每件力
所能及的小事中彰显文明，体现助人为乐的雷
锋精神。

很多市民坦言，如今年轻人是学雷锋的主
力军，像“快闪”行为艺术、“微博传递爱心”等
新颖的学雷锋形式，正好符合年轻人的心理，

“无论怎样的形式，雷锋精神世代都不会改
变。”

翻开文化路巡防队员郭志强的“工作日
志”，每一篇都会留下“雷锋”的脚印：从自己
微薄的工资中拿出一部分资助贫困学子，募
集爱心图书送与山区孩子，成立周周行便民
服务队……

“我认为学雷锋并不是非得做惊天动地的
好事，平时的一个微笑和善举，就能传递雷锋
精神和正能量。”郭志强告诉记者，从 2011年
开始，为了资助河南封丘的两个贫困孩子，他
倡导身边的同事和朋友，每人少抽一包烟，少
喝两瓶饮料，一起让孩子每天都拥有笑脸。

郭志强坦言，从当巡防队员开始，工作中
扶危助困救助困苦，到接触社会志愿者团体，
再到参与社会志愿者活动，再到成立巡防队员
自己的志愿者组织，他们搭建的“桥梁”在爱心
人士和困难者之间建设一个平台，如今，救助
孤残、社会义诊、募捐救助……几乎每一天，工
作之余他都在追寻着雷锋的“脚步”。

学雷锋 身边故事一串串 做雷锋 播撒爱心一片片

雷锋就在我们身边
本报记者 栾月琳 王影 孙志刚 郑磊

本报讯（记者 郑磊 实习生 陈燕
南）昨日是“二月二”，不少市民都喜欢
选择这一天“剃龙头”，期许能带来一
年好运。记者走访市区多家理发店看
到，几乎每家理发店都是门庭若市，生
意异常火爆。

“要理发先过来拿号排队啊，至少
得等两小时，拿到号后可以先去逛逛
超市。”昨日上午，在北环路一家商场
门口的理发店，挤满了等待为孩子剃
头的家长，店老板李雪不时提醒客人

注意按号排队，以免耽误时间。李雪
告诉记者，“二月二”当天客流量基本
上是平常的两三倍，一天能达到100多
人，几乎从早上开门一直到晚上都不
间断有市民来理发。

同样，市区其他理发店都是人头
攒动。“今天二月二龙抬头嘛，所以带
着小孙子过来理发，就为图个好彩
头。”正在等待理发的市民陈大爷告诉
记者，小孙子本来早就该理发了，这次
是特意等到二月二才来理的。

“二月二龙抬头”理发店生意火

本报讯（记者 王 影 通讯员 朱冠
穆）昨日，记者从金水区人社局获悉，在
刚刚结束的“2014年就业援助月”活动
中，共走访就业困难人员和零就业家庭
474户，登记认定的未就业困难人员122
人，帮助就业困难人员实现就业106人。

此次活动围绕“就业帮扶，真情相
助”为主题来开展各项活动，并将通过岗
位援助、服务援助、政策援助三大方式进
行。此次援助活动的对象目标是辖区内
全部未就业和未享受扶持政策的就业困
难人员，其中重点是家庭贫困的未就业
高校毕业生和长期失业人员以及残疾登

记失业人员和其他援助对象。
据了解，人社局工作人员为援助对

象提供至少一次职业指导、三次职业介
绍服务，其中零就业家庭至少有一个成
员在活动期间通过企业吸纳、公益性岗
位安置或灵活就业等方式实现就业。
有就业愿望的残疾人，还能得到“一对
一”的就业指导和就业服务。同时，还
将依托就业培训机构组织开展特色培
训活动，集中为有技能需求的援助对象
进行培训。依托创业服务机构开展创
业助推活动，集中为有创业意愿的援助
对象进行创业培训，提供创业帮扶。

金水区就业援助帮106人圆梦

本报讯（记者 汪辉 通讯员 卜春
梅 文 丁友明 图）3月3日是全国“爱耳
日”，今年的主题是“爱耳护耳，健康听
力 ——— 预 防 从 初 级 耳 科 保 健 做
起”。昨日上午，市妇幼保健院在郑东
新区宝龙广场举行了“爱耳日”听力筛
查义诊、咨询活动。

当日上午，来自该院的 20 多名专

家，现场为广大市民免费进行了听力
筛查及耳病防治知识咨询、义诊。该
院听力筛查中心主任徐淑玲介绍，初
级预防至关重要，0~6岁是儿童语言发
育的黄金时间，也是儿童听力康复的
关键时段。家长平常要细心观察孩子
对声音的反应，觉得不对劲，就要及时
就医。

今日是全国“爱耳日”

主题：预防从初级耳科保健做起

本报讯（记者 王影 文/图）“我想
做个美丽的新娘。”为了实现90后患癌
女孩冯莹的愿望，众多的爱心企业和
爱心人士纷纷伸出援手。昨日中午，
一场童话般的婚礼在中牟举行，一席
白色婚纱的冯莹，缓缓走进礼堂，接受
着众人的祝福……可歌可泣的爱情，
温情上演了一出“郑州爱情故事”。

冯莹和男友杨海滨的爱情感动了
无数郑州市民和网友。冯莹和杨海滨
的缘分始于两个“你好”，“我们的认
识，纯属偶然，我平常不玩‘摇一摇’，
感觉‘摇’来的朋友比较假。”冯莹笑着
说，2013年农历七月初六凌晨，她在头
痛中醒来，看到微信上有七八个人跟
她打招呼，“有个带照片的，长得还怪
帅的，看上去挺精神”，然后就回了个

“你好”。第一次见面相谈甚欢，杨海
滨向冯莹提出了交往的请求，却被冯
莹无情地拒绝了。后来，当听说冯莹
患有癌症的事实后，杨海滨还是义无
反顾地选择了她。

“他当时都哭了。”冯莹深刻地记
着，“他说‘你在一天，我陪着你一天；

你在一年，我就陪着你一年’。”让冯莹
更感动的是，在交往 1个多月后，杨海
滨突然向她求婚。2013 年 9 月 23 日，
两人领取了结婚证。之后的每一天，
杨海滨成为了冯莹的开心果，日子过
得也幸福而美好。但是，冯莹的左脑
中的胶质瘤越来越大，已经压迫到神
经，最近几天她右眼的视力明显下降，
已经看不清远处的东西了。冯莹说，
2011年 6月，她做第一次手术时，医生
说活不过一年，现在都快三年了，已经
是个奇迹。渐渐地，冯莹萌生了一个
心愿，两人虽领了结婚证，但她想穿上
婚纱，做个美丽的新娘。

这个心愿，也许是冯莹的最后一
个心愿，众人在感动之余，纷纷想为冯
莹做些事情——一场婚礼策划悄然开
始。有人提供婚礼场地、有人提供婚
纱化妆、有人提供婚车……在婚礼的
前三天，一家爱心企业的美甲师专程
来到医院，为冯莹制作了靓丽的指甲。

此时，在很多人眼中，冯莹是最美
丽的新娘，她和杨海滨的真爱，真挚、
感人。

“郑州爱情故事”昨日温情上演
脑癌女孩冯莹圆梦作新娘

真正的“雷锋”，并不是要做多么轰轰烈烈的大

事，也不是刻意要对自己做的事大肆鼓吹。他们在

我们身边默默地付出，每天做着关爱他人的事情，让

我们感到温暖温馨。——写在“雷锋日”来临之际。

一位普普通通的社区妇女，坚持为社区
孤寡空巢老人、残疾人、特困群众义务理发。
她就是二七区福华街街道新圃西街社区居民
王国英。

“雷锋精神是印在我们这一代人心中永
远也抹不去的印记！”在新圃西街社区居民孙
耀庭家中，记者见到了正在为卧床十多年的
孙耀庭义务理发的王国英。今年56岁的孙耀
庭十几年前因患脑中风瘫痪在床，现在由其
兄长照料。自从孙耀庭患病瘫痪那一刻起，
只要接到孙耀庭兄长的电话，王国英就会拿
起装有理发用具的提包，赶往孙耀庭家中为
他免费理发。

“我为居民义务理发，也是感动于社区和
大家伙儿对我的无私帮助。”王国英谈到。王
国英的丈夫患有双侧肢股骨头坏死，基本不
能行走。她上小学 4年级的孩子患有严重的
腿部骨质瘤，虽然实施了手术，但每年还要定
期前往北京大医院复查。王国英说，在她最
困难的时候，是社区和街坊邻居给了她最大
的支持。

“人人为我，我为人人！大家伙儿为我付
出了那么多，我应该像雷锋同志那样，利用自
己的一技之长，为他人做一点事情。”王国英
有一手理发好手艺，在经营小理发店的同时，
她坚持为社区孤寡空巢老人、行动不便的残
疾人、生活困难的居民群众义务理发，并且主
动加入新圃西街社区文明志愿者服务队。

在新圃西街社区，王国英的行动感动了
很多人，也影响了很多人。在她和同伴儿的
影响下，社区文明志愿者服务队由最初的三
五人发展到了现在的五六十人，学雷锋互助
互帮已在新圃西街社区蔚然成风。

“如果你是一滴水，你是否滋润了一寸土
地？如果你是一线阳光，你是否照亮了一分黑
暗？”雷锋日记中的这段话让冯建红铭记在心，
她说：“每当看到雷锋日记这句话，我就会想起
那个把我扶上马又送一程的卢红。”

冯建红是一名社区工作者，她还发挥写作
的特长，挖掘社区感人故事，在宣传社区的同
时，也成为小有名气的通讯员。

那是 1991年的冬天，电视剧《外来妹》正
热播。冯建红放弃高中学业，背着行囊从中牟
农村到郑州国棉三厂上班。初来乍到，有股初
生牛犊不怕虎的拼劲。她被分到布机车间，换
工装时，有人指着她笑着说：“你看她还穿带襟
棉袄！”回忆那时的情景，冯建红说：“瞬间我感
觉到自己的与众不同，旧棉袄透出了城乡差
别，也让我刻骨铭心的记住自己是农村孩子。”
她在日记中写道：“从农村来到城市，我就像一
颗蒲公英种子落在了水泥地上，永远不可能在
此生根发芽。”

冯建红后来一心扑到工作上，她和工友们比
生产成绩、比操作技术，都毫不逊色，其余的休息时
间，就是看书学习。让她发生转变的就是卢红。

一天，工长通知冯建红下班到总支办公室
找一个叫卢红的人，见面后，卢红苦口婆心地
开导她：“你不要有自卑心理，不要觉得自己来
自农村就觉得不如别人，要知道尺有所短，寸
有所长。不要太在意别人的眼光，坚持走自己
正确的路。”卢红就安排她为国棉三厂广播站
投稿，指导她利用业余时间写一些发生在车间
里的好人好事，还带她到图书馆办了借书证。

“我就是从那时开始写作的。”冯建红说，
每次写完卢红都会耐心地为她指点，卢红还时
常带冯建红到家里，让她当干部的父亲指导写
作。后来，冯建红尝试向报社投稿，“我的第一
篇稿子发表，还收到15元的稿费，在厂里也引
起轰动。”

“写作上的小小成功，也让我走上了农协
工自尊、自强、自立、自信的演讲台。”冯建红
1996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把农村户口转
到郑州。

如今，卢红已远居美国。冯建红却念念不
忘。她说，从农村来到城市，从田间走向工厂，
经纬交织中卢红的帮助让她感受到了温暖并
接过关爱接力棒。

有人把做好事当做自己的“职业”，生活
中的点点滴滴，处处为他人着想，乐此不疲。
中原区棉纺路街道办事处三棉西社区64岁的
王自强就是这样的人。

王自强退休后，在三棉西社区编印一份
《棉纺社区》，精心收集社区新闻、国内政治经
济文化大事、科普知识和影视娱乐等信息，丰
富社区居民的文化生活。每期出来，他总提
着装着小报的袋子发放给居民免费阅读。除
了办小报，他还热心办“地报”，利用锻炼身体
的时间，到五一公园用粉笔在地面书写地报，
后来把这种地报也办成彩印报纸，一办就是
十来年，已编印262期。

王自强退休后身体并不太好，他的家人
希望他能多休息。但王自强勤快惯了，闲不
住。他说：“人老了，精神不能老，要让生活更
丰满一些，更充实一点。”也正是抱着争分夺

秒的心态，王自强将自己的晚年生活安排得
丰富多彩，拾狗粪、换新钱、免费送花给市民
等。他还在公交车上给让座的青年人发“好
人卡”，策划“常回家看看”、“我摔倒了请扶
我”等公益活动。 也就是在他的带领下，有许
多弘扬雷锋精神、怀有雷锋情结、抱有公益梦
想的大爷大妈们，自发加入王自强创立的“夕
阳红志愿服务队”，将他们慈祥的爱汇聚在一
起，奉献给大家。

现在王自强的身体更差了，他糖尿病后
遗症越来越严重，每天都要自己给自己打降
糖针剂，时不时还要去医院住一阵子。就这
样他还坚持做文明种子的播种者，弘扬雷锋
精神成了他的精神支柱。“有人说我老王傻，
我就是傻子，雷锋为人民服务不也是被人称
作傻子吗？我干脆一傻到底，干劲更大了，至
死不渝。”王自强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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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住冯湾村的冯中伦，由于二女儿患病，
3年间家里已经花费了20多万元。

几天前，冯家迎来了一位既熟悉又陌生
的客人。“我们是在十多年前认识的，之后再
也没有来往。”冯中伦口中的“认识”，其实是
一顿家常饭的联系，他连对方的名字也不知
道，总是亲切地喊他“老张”。

老张家在新密，十多年前，他常来冯湾村
一带卖煤，村里的街坊邻居都认识他，热心的
冯中伦一次看到老张饿肚子干活，就主动邀
请老张来家里吃顿饭。

让冯中伦怎么也没有想到的是，当初的
一顿饭，让老张挂念了一辈子。几天前，老张
再来他牵挂的冯湾村，听说了冯中伦一家的
遭遇，专门登门拜访冯中伦，恰巧冯中伦去医
院陪女儿，老张一直在家门口等待了 3 个多
小时。刚一进屋，就从兜里慌忙地掏出一沓5
元的钞票：“我手头就这么多钱，代表俺的心
意。”

老张走后，冯中伦数了数钞票。“235元，
我知道这其中的情义……”冯中伦感动得再
也说不出话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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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缆一社区七旬老人
发挥余热，组成“多彩人生”
艺术团丰富社区居民文化生
活，被称为“雷锋团”。

本报记者 孙志刚 摄

▶在阳光花苑小区，医务
人员参加学雷锋活动，为群众
义诊。

本报记者 孙志刚 摄

给群众义务理发的王国英。给群众义务理发的王国英。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栾月琳栾月琳 摄摄

张孟鑫在郑州国棉一厂菜市场摆起了一
个菜摊，十几年来，每天起早贪黑赚取着自己
的辛苦钱。

“这个冬瓜 6 块 4 毛钱，我手头只有 4 块
钱了，怎么办？”几天前，市民小汪第一次在这
个菜市场买菜，就遇到了这样的尴尬事。“没
事儿，菜先拿走，钱啥时候来买菜再还我。”张
孟鑫乐呵呵地接过 4 元钱，将冬瓜递到了小
汪的手中。

“我可是个生客，你不担心我不还？”小
汪感动之余好奇地问。张孟鑫依旧展现着灿
烂的笑容：“都是邻里街坊，没啥担心的，我信
得过。”

这样的情景，对张孟鑫来说已经不是第
一次了。十几年间，对于顾客一时手头钱不
够，张孟鑫都会赊账卖菜给顾客，也因此赢得
了好口碑。在和张孟鑫在交流中也听说，偶
尔也有两三次赊账的顾客没有再来还过钱。

“有一笔还是五六元钱，对于我这样的小本买
卖，还是有些在意的。”但是，张孟鑫依然坚持
自己的赊账卖菜原则，“不来还钱的顾客，也
许是有原因的，或者是忘了，我坚信肯定不是
故意的。”

昨日，小汪专程来到市场还钱，还特意
又多挑选了几种蔬菜。“他人这么好，蔬菜质
量和价格一定错不了。”小汪感动得直竖大
拇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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