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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新郑市外国语小学
迎来一年一度的校园文化艺
术节，本次活动主题为“共享
阳光，亮我风采”。活动通过
设置舞台区、书画区、淘宝区、
娱乐区，让孩子们在狂欢的同
时，尽情释放自己的想象力和
创造力，亮出自己最光彩的一
面。图为孩子们正在进行文
艺表演。

本报记者 沈 磊
通讯员 柴李红

直播生活

“对我们来说，只要有事情做，就
会感到自己有用，就不会感到自己是
废物。不管挣多少钱，都体现出自己
的价值。”李金伟说道，只要有事情
干，患者们就会重振生活的希望。王
奇峰也有同感：“我们不能等待死亡，
我们也可以做一些积极的事情。”

他们目睹了一些患者的陨落，
萌发了救助无钱透析的尿毒症患者
的想法，举行义卖活动将钱捐给最
需要的人。得知很多患者两三年都
没出过门后，他们组织病友们开展
了到开封游玩的活动。

虽然钱对于他们来说就是生
命，虽然他们来自并不富裕甚至贫
困的家庭，但是王奇峰、李金伟、李
书红……却是“执拗”的人。他们不
想接受别人的馈赠，他们说那治标
不治本，他们只想通过自己的双手
自食其力，并希望帮助那些亟须帮
助的人。因为身体的特殊性，他们
正在寻找加工、手编的工作。同时，
他们着手筹建一个网站，内容涉及
尿毒症患病特征、心理指导、就业信
息等，希望帮助更多的患者走出阴
影，依靠自身力量实现自我价值。

陶东亮：

爱心路上不止步
本报记者 尹春灵

“逮”到陶东亮真不容易，想要他安静地坐在家里闲
着他可不干，不是忙着领工人们干活，就是和村两委班子
唠叨村子发展的事情，一会儿盯着工程进度，一会儿打电
话询问乡亲们是否有困难。总之，他闲不住。

陶东亮家在新郑市和庄镇陶庄村，一年一半的时间
都在外地干工程。每次从外地回来，村民们都热心地跟
他打招呼：“东亮，又回来啦！”在陶庄村这片土地上，很多
人都喜欢他，这里有他奉献爱心的身影和足迹，村民们谁
能忘记他这么多年做的好事？从当年的年轻小伙到如今
40多岁的青壮年，20年间他一直播撒着爱心。先做人后
做事、积极帮助他人已成为他的一种习惯。

带领队伍 树立河南人形象

90年代初，初中毕业的陶东亮在电信方面做了一些
生意后，发现很有“钱”途，就开始在村里“招工”。当时，
有些村民们认为只要能干活就能跟着他干。可谁知，进
入他的团队还有“门槛”，他奉行“四不要”政策：对老人不
孝顺的不要、吃喝玩乐的不要、赌博的不要、偷窃的不
要。乡亲们觉得新奇，纷纷称赞陶东亮的做法好。

对此，陶东亮说：“我们得先做人后做事。做人实在
点，路就会越走越宽。我带领的团队也应该这样。”性情直
率的他经常与队友们拉家常，给他们讲关于忠、孝、仁、义、
礼、智、信的故事，慢慢地改变一些人的思想和行为。从最
初的几个人到如今的团队遍布各个省份，陶东亮已打造出
一支有资质、有能力、外人信得过的队伍。现在湖南、广州、
新疆、甘肃等地的公司都乐意与他们团队合作。该村村委
会主任陶晴选回忆道：“当初跟着他干活的村民，有几个整
天吊儿郎当的，不踏实劳动，家人都管不住。跟着东亮之
后，坏习惯就慢慢改了。很明显，他有很高的威信。”

倾洒爱心 困难之处显真情

跟他交流时，记者听到最多的话就是：要不是国家
政策好，咱会过这么好的日子？咱生活好了，也得回报
社会。

他是这么说的，也是这样做的。早年，《河南日报》社
组织公益助学活动，被陶东亮无意间看到后，立刻引起了
他的注意。他毫不犹豫地打电话咨询贫困生的情况，对
4名学生分别资助5000元；并对他们说，以后遇到困难打
个电话，他一定会尽力帮助。迄今，他已帮助十几名学生
圆了大学梦。

现在，陶东亮会经常接到他们打来的电话，听到他
们热情地叫自己“叔叔”时，陶东亮很满足，觉得自己
做的一切都是值得的。

除此之外，村里谁家有困难了，他知道后从来不会不
帮不管；村里过古会，他会积极捐钱请豫剧团给乡亲们唱
戏；这几年的党费，他每年都交一万元钱……他说，自己经
常在外，村里有些事情不能参与，想通过这种途径来回报
乡亲们。

举办讲座 馈赠乡亲

在忙碌之余，陶东亮还有一个爱好：学习国学。没接
触国学前，陶东亮觉得它是腐朽落后的东西；与国学接触
后，才发现国学里有无穷的魅力。

自己对国学爱得一发不可收拾，他还想让国学熏陶
更多的人。他认为，有时候我们经常在家人或孩子面前
给他们讲述做人做事的道理，他们不一定接受，但是，国
学大师们结合自己的阅历，能让大家感受到道德的力
量。于是，今年春节前后，他专门请来程志杰、侯超、周成
成等有影响力的人给村民们讲国学知识，引起了很大的
反响。陶东亮打算以后还要多举办这样的讲座，它的作
用用他的话说就是：“受益的不止这一代，还有下一代，是
利国利民的好事。”

另外，他还免费向村民们提供几百套国学方面的书
籍与碟片。在他的工程队伍里，谁会背诵《弟子规》，谁就
有奖励，大大激发了大家热爱国学的兴趣。

节能减排小知识
6月10日为全国低碳日。如何才能节

约有限资源，保护环境，本报提供几个简单
易操作的“小窍门”，和大家一起达到节能
减排的目的。

（1）纸张双面打印、复印，既可以减少
费用，又可以节能减排。

（2）用电子邮件代替纸质信函。
（3）减少使用过度包装物，用布袋取

代塑料袋。
（4）减少一次性筷子使用。
（5）节能装修，减少装修铝材、钢材、木

材等使用量，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
（6）每月少开一天车，并科学用车,注

意保养，通过及时更换空气滤清器、保持合
适胎压、及时熄火等措施，减少油耗。

（7）适时将电视机、洗衣机、微波炉、空
调等家用电器断电，拔下插头。

（8）减少粮食及畜产品浪费。
（9）少喝酒，少吸烟。
（10）合理使用空调，选用节能空调，出

门提前几分钟关空调，夏季空调温度在国
家提倡的基础上调高 1℃，不仅能节电，还
能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

本报记者 尹春灵 高凯 整理

红枣蛋卷饼
红枣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脂肪、糖类、

有机酸、胡萝卜素、维生素，部分矿物质钙、
磷、铁等，既有缓和药性的功能，又能补气
养血，是很好的营养保健品。

用料：鸡蛋 2 个、红枣、熟花生、熟芝
麻、红豆、面粉、白糖少许。

做法：1.红枣洗净，去核撕成小块，熟
花生仁碾成碎颗粒。花生碎、红枣碎、白芝
麻、红豆沙同放于碗中。

2.戴上一次性手套，把所有果仁和豆
沙拌匀，捏成团。

3.鸡蛋打散后加入白糖和面粉。搅拌
成没有颗粒的蛋面糊。

4.平底锅开小火，刷上一层薄油，倒
入一半蛋面糊。

5.取一半馅料，揉成圆形长条。待蛋
饼表面刚刚凝固的时候靠边放下去。

6.把蛋饼卷起，慢慢转动，煎至熟透
即可。

小诀窍：
1.红豆沙不用多，能起到把果仁黏合

在一起的作用即可。
2.蛋饼里也可以不放糖。

本报讯（记者 赵聪聪 通讯员 王保建
刘明甫 文/图）6月2日，“2014河南省首届
体育舞蹈邀请赛暨第八届‘纯武杯’交谊舞
舞蹈大赛”在西亚斯国际学院体育馆圆满

落幕。来自北京、江苏、辽宁、河北、湖北、
河南等地的 40多个代表队 1000余名选手
参加了本次大赛，吸引观众4000余人。

这场舞蹈大赛由河南省社会体育管

理中心、新郑市委宣传部和西亚斯艺术培
训中心等单位联合举办，共设摩登、交谊
舞、拉丁等 5大类比赛。经过一天的激烈
角逐，88个比赛奖项全部“名花有主”。

本报讯（记者 赵聪聪 高凯）距离暑假还有半
个月时间，许多培训班就已打出了招生的广告，
很多家长也都在培训班的宣传广告前徘徊，考
虑给孩子选择什么样的培训班。目前，新郑市
的各大培训班究竟有多火爆，近日，记者对此进
行了走访。

选择培训班 让孩子充实过暑假
在新郑市黄水路，某培训班正在摆点招生，

周围挤满了前来咨询的家长。
“我女儿过完暑假就要上初中了，我们想让

她学习英语，提前打基础。孩子还小，比较贪玩，
所以要让她上上课，过个有规律且充实的暑假。”

一位妈妈向记者说道。
另外一位家长则表示：“我家小孩数学不

太好，暑假闲着也是闲着，让他去上上培训
班，把欠缺的部分补上去，争取在新学期学得
更轻松。”

该培训班工作人员告诉记者，由于现在家长
对孩子的期望值很高，希望利用暑期长假的时间
让孩子多学点东西，很多家长前来咨询暑期培训
班的事情。从目前来看，英语、写字、作文和数学
等方面的暑期培训是家长们比较关心的。

另外，也有一部分家长表示，由于工作忙碌，
孩子在家无人照看，选择培训班也是为了让孩子
有老师照看，有小朋友一起玩耍。

选何种培训班 孩子兴趣最重要
谈及帮孩子选择何种培训班时，绝大部分培

训机构相关负责人均表示孩子的兴趣是最重要
的，其次才是家长的想法。

暑期虽有两个月，看似很漫长，但要学好一
项特长，是远远不够的。尤其是钢琴、小提琴、二
胡、架子鼓、声乐、古筝等等更要求有延续性，今
天学、明天不学，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是永远学不
好的。

选择哪家培训班 行业口碑最关键
选择好了培训项目，之后要选择的就是培

训机构了。
新郑市教体局相关负责人表示，选择培训机

构要看证件是否齐全、教学硬件是否理想、老师的
资质是否可信、培训机构的管理是否到位。

幽雅的学习环境，现代化的教室，资质颇深
的老师，无疑是获得高效培训的重要保证。但管
理不严不仅造成自觉性差的学生缺席、逃学，也
会使爱学习的学生逐渐变得松散和消极，会使培
训的效果大打折扣。

因此，培训机构的口碑应是家长们决定
孩子放在哪个机构学习的关键。尤其是第一
次帮孩子选择培训班的家长，更应注意选择
办学时间长、管理有序、行业口碑好的培训
机构。

现在各大培训机构竞争激烈，一般各大培训
机构都会开设体验课，建议家长们带孩子多去听
听不同机构的培训体验课，综合对比，根据孩子
的特点选择最适合的培训班。

太极拳走进新郑市
第 二 人 民 医 院

本报讯（记者 赵聪聪）为弘扬传统体育文化，推动全
民健身，近日，新郑市第二人民医院邀请太极拳老师乔均
喜，开展四十二式太极拳培训班，对全院 60多名太极拳
爱好者进行了培训。

培训班上，乔均喜老师根据自己的习拳经验，用通俗
易懂的语言，深入浅出地为大家讲述了太极拳运动对人体
强身健体的作用，一呼则百脉皆开、一吸则百脉皆合的道
理，以及达到流汗、走劲、排毒、养颜的功效。

通过培训，学员们纷纷表示，他们喜欢学习太极拳，
乔均喜老师的授课让他们受益匪浅，真正体会到了练习
太极拳是一种美的享受，认识到太极拳这项运动能强身
健体、陶冶情操、延年益寿，以后一定会勤加练习，积极推
广太极拳运动，在新郑形成浓郁的太极拳健身氛围，从而
让更多人了解、喜欢，并受益于太极拳这项健身运动。

走近尿毒症患者

活着，在痛苦边缘微笑
本报记者 尹春灵

生活小贴士生活小贴士
我省2014首届体育舞蹈邀请赛圆满落幕

活着，以什么样的姿态？新郑市尿毒症qq群
的患者们也曾胸怀抱负，也曾迷茫无奈，也曾自
卑自闭……但最终他们以自己的行动让我们看
到了坚强与关爱的力量，让我们看到了他们在痛
苦边缘的甜蜜微笑。

近日，记者走近这些尿毒症患者，了解他们
患病后的艰难人生路。

“我们的生活，很少人了解”
王奇峰，新郑市薛店镇大吴庄村村民，今年34岁，患

病3年多，每两周到医院做5次血液透析。身有残疾的他
开朗的性格、风趣的谈笑、黝黑的脸上时刻挂着阳光般笑
容，让你感觉不出他就是“生命随时就有危险”的患者。

“其实，我们的生活很少人了解。”王奇峰说，一说尿
毒症，大家就想起了换肾和透析，很少人知道伴随着这一
种病，全身系统都遭受损害。“我们吃清淡的，营养跟不
上；吃营养的，透析时血液又会黏稠堵住血管。”王奇峰
说，他们还必须和一些水果“绝缘”。

这样的特殊群体，身体上忍受着巨大的痛苦，心理上
也“吃不消”。刚得病时，患者脖子上要插上一根导管，上
端至耳朵。“脖子上杵一管子，少则一个月，多则八九个
月。我们自称‘天线宝宝’。很多患者把衣服领子竖起
来，害怕别人看见。我那时候整天都不敢出去。”来自尿
毒症qq群的新密市大隗镇患者李书红回忆道，他们得病
后，心里非常消沉。

同时，他们还得面对那些不理解的眼光。因为一条
胳膊要经常进行透析，上面有很多针眼，不了解情况的人
以为他们是吸毒分子；很多患者会因血糖低晕倒不省人
事，一些人认为他们是醉汉，不愿施救；还有些人以为尿
毒症能够传染，对他们避而远之。

现在很多患者都是靠透析来维持
生命。两三天透析一次，一次 4 个小
时，时间久了，心理上大多出现抑郁情
况，对生活失去信心，自卑、自闭，甚至
出现轻生的念头。

“3 年的透析生活，让我改变了很
多。”王奇峰感触万千，当初得知朋友
一只胳膊撑起一个家的事情后，他备

受鼓舞，从此走出了疾病的阴影。但
在他身边，有一些患者终因心理上承
受不了而离开了人世。

“是王奇峰的开导让我从病中走
了出来。”李书红说，王奇峰教育她要
用心去过每一天。他们于去年腊月组
建了尿毒症 qq 群，现已有 44 名成员，
有新郑、新密、濮阳、安阳等地的患者，

他们在群里交流病情、相互打气，感染
彼此。“只有不把自己当成病人，从根
本上面对这个问题，才能阳光地面对
生活。”同为患者的新郑市薛店镇前李
村的李金伟说，现在很多病友也逐渐
开朗起来，对生活又充满了希望。他
们已筹划好请郑州医院的尿毒症专家
来给患者做心理疏导工作。

记者手记
之前，我并不知道尿毒症患者的生

存状态，与他们交流后，我意识到他们
所遭受的痛苦远不止他们所讲述的。
我们难以想象他们走过了多少苦难，才
走过心灵的低谷，重新绽放笑脸面对这
个世界。

采访中，他们一直都是笑着交流，乐
观自信的表情洋溢在脸上。他们以一种
傲然坚强的姿态面对着未知的明天。虽
然自己的力量微乎其微，但是他们还想
帮助更多的患者走出阴霾。这让我想起
了一句话：“让生命感染生命，让此爱影
响彼爱。”他们坚韧的生命力量、弥足珍
贵的爱心一定会迎来春暖花开。

活着，应当如此！

“希望将身边的患者从病中拉出来”

“我们不能等待死亡，我们也可以做
一些积极的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