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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昌好人

“闺女们，都来啦，还拿这么多好
吃的，谢谢！你们的到来，让我的‘空
巢’变暖啦！”近日，许昌市红十字会关
爱空巢老人志愿服务队的志愿者带着
一袋面粉、一兜鸡蛋、一袋饺子等物
品，来到魏都区南关街道办事处七一
社区空巢老人张桂梅的家。老人紧紧
地拉住志愿服务队队长王玉平的手，
眼含热泪，感动不已。

“快过年了，怕老人一个人在家吃
不好，我们就来看看她。”王玉平告诉
记者。

张桂梅老人今年已经 93 岁，无儿

无女，一直独居，是七一社区的低保
户。近年来，随着年龄的增长，她越来
越感到孤独，生活上也越来越需要人
来照顾。4 年前，一个偶然的机会，王
玉平了解到张桂梅的情况，心里很不
是滋味，就经常带着志愿服务队的志
愿者去照顾她。“我很小的时候就没有
了母亲，看到老人就觉得像是看到母
亲一样亲。尤其是看到老人孤苦伶
仃，家里生活又很拮据后，非常心疼，
就隔三岔五地来看她。”王玉平说。

自从把张桂梅确定为志愿服务队
的关爱对象后，除带领志愿服务队成
员经常看望老人外，王玉平还经常单
独 到 老 人 家 里 看 望 ，对 老 人 嘘 寒 问
暖。王玉平家住市区延安路，每次到
张桂梅家骑电动车也要 20 分钟的时
间。虽然有些远，但王玉平总能隔三
岔五地来看老人，给老人送菜、送肉，

帮老人收拾屋子等。“我是一买菜就想
起张桂梅老人，就忍不住想给她送点
儿。另外，我还怕她一个人在家万一
有啥事没有人知道，她毕竟是 90 多岁
的人了。”王玉平解释道。

去年冬天的一个晚上，张桂梅老
人突发心脏病，给王玉平打了电话。
王玉平二话没说，立马骑电动车赶到
老人家，给老人喂水喂药。看老人缓
过劲来了，她仍不放心，又陪伴老人到
天亮。“玉平这闺女待我好，为我想得
很周到。我有心脏病，她给我买来速
效救心丸，枕头下给我放一瓶，衣兜里
给我放一瓶。一见我把药吃完了，就
又赶紧给我买，像亲闺女一样。”采访
中，张桂梅老人非常感动地说。

在队长王玉平的影响下，志愿服
务队的志愿者积极行动，他们发挥特
长，为空巢老人修家电、修窗户、安雨

搭等。“我们志愿服务队有一名不愿透
露姓名的志愿者，经常给西关街道办
事处寿昌社区一位孤寡老人送饭，已
经坚持两年了，这种坚持不是每一个
人都能做到的。”王玉平表示。

许昌市红十字会关爱空巢老人志
愿服务队共有 60 多名志愿者，比较固
定的关爱对象有 13 位。60 多名志愿
者分为 6 组，按照就近原则常态化开
展 活 动 ，为 关 爱 对 象 送 去 关 爱 和 亲
情。“前几天，我们又去看望寿昌社区
的那位老人，当我们离开时，老人抱住
我哭，说是不舍得我们走。其实这样
的场景我们经常遇到，每一次都让我
们觉得很沉重，感觉我们的力量太薄
弱。希望今天能有更多的爱心人士参
与到我们的行动中，让更多老人的‘空
巢’变‘暖巢’。”王玉平表示。

让更多的“空巢”变“暖巢”
本报记者刘晓敏

本报讯（记者 李建山）1 月 12 日下
午，市区烤鸭大酒店一楼大厅内欢声笑
语，掌声阵阵……在许昌爱在行动公益
联盟（以下简称爱在行动联盟）2018 年
年会上，百余名志愿者和爱心人士欢聚
一堂，共话广泛传递爱心、践行志愿服
务精神大计。

2013 年，在“中国好人”史晓勇的
倡导和组织下，爱在行动联盟正式成
立。5 年多时间，该联盟的志愿者不忘
初心，矢志不渝，播洒爱的种子，点燃公
益的火苗，先后组织、参加各种公益活
动 160 多次，累计捐款 40 多万元，志愿
服务时间累计近 700 个小时，帮助困难
群体 2300 多人，成为全市知名的优秀
志愿服务组织。爱在行动联盟创始人
史晓勇也先后荣获“许昌市敬老模范人
物”“全省慈善楷模”“中国好人”等称

号。
小明星戏剧团作为爱在行动联盟

的一员，最小的孩子不到 5 岁。几年
来，孩子们在剧团负责人刘凤梅老师的
带领下，利用课余时间走进一家家养老
院，用精彩的演出为老人们送去欢乐和
笑声。刘凤梅深有感触地告诉记者：

“孩子们或许年龄尚小，还不能真正懂
得慈善和公益的意义所在，但从小参与
志愿服务，能在幼小的心灵中播下善良
和爱的种子，让他们将来在投身公益活
动的道路上走得更远。”

“赠人玫瑰，手有余香。中华民族素
有积德行善、扶危济困的优良传统，虽然
我们力量微薄有限，但大家都愿意用自
己的爱心和行动去温暖社会，传递更多
的正能量，为咱们许昌建设崇德向善之
城贡献一份力量。”史晓勇动情地说。

许昌爱在行动公益联盟——

志愿服务暖人心
爱心连接你我他

“红薯汤，红薯馍，离开红薯
不能活。”这是我年幼时流传很广
的顺口溜。我从小在建安区农村
长大，对红薯既感到熟悉亲切，又
有一种刻骨铭心的辛酸记忆。

20 世 纪 70 年 代 ，我 正 上 小
学。小麦产量低，生产队为了解
决吃饭问题，秋作物大部分种的
都是红薯。一年当中有一多半的
时间要靠红薯充饥。我清楚地记
得，到了饭点，老少爷儿们端着碗
走出家门来到饭市上，东家红薯
汤，西家红薯饼，邻居东梁哥家更
省事，端出来一碗红薯轱辘。爱
说笑话的东梁哥朝大伙招呼道：

“来，吃点儿吧，俺家还是‘没耳朵
扁食’”。“没耳朵扁食”是那年那
月乡下人对红薯轱辘的戏称。

扁食好吃，只有春节才能吃
得到。“没耳朵扁食”，却总令人难
以下咽，特别是吃后“烧心”的感
觉，更是难受。饱受了吃红薯的
辛酸，使我对红薯怀有一种厌惧
心理。

改革开放初期，土地都分到
了各家各户，乡下种红薯的还不
少。红薯收获之后，地里遗留的
也不少。那时姐姐和我早晚或星
期天都会扛着一个抓钩去遛红
薯，能收获半篮红薯自然很是快
活。当时，家家户户堆满了红薯，
为了妥善保存，不让其腐烂，有效
利用，农人利用晚上的时间进行
分类处理，细小的留下喂猪，破损
的洗净磨红薯粉，大的切成片在
野外晒干，放入地窖中储存，慢慢
食用。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人们
的生活水平提高和重视饮食的营
养搭配，红薯又开始在城市走俏，
丰富了人们的饮食生活。红薯作
为主食的替代角色已经退出了历
史舞台，但农民还是小面积种植，
它已经转变为经济作物，在城市
的超市能卖几元钱一公斤，昔日
令人生厌的红薯竟成了香饽饽。

多年之后，回到老家与乡亲
们聊天时得知，大片土地流转，
只有零星的土地自己种，此时，
红薯已经成为稀罕物。回城时，
乡亲非要送我半袋子红薯，对红
薯没有好感的我，盛情难却，只
好收下这片心意。回家后，无论
熬成粥还是蒸食，竟觉得十分香
甜。

去年夏季我在家门口空地上
栽了十几株红薯。真是无心插柳
柳成荫，这红薯还真是争气，长
得很茂盛。偶尔，做饭时我还会
掐一把红薯叶下锅，别有一番风
味。

随着红薯走俏、身价倍增，
在许昌农村，红薯成为头脑灵活
的农民的增收途径：襄城县双
庙、王洛、颍阳等乡镇围绕红薯
巧做文章，红薯供不应求；禹州
市的“三粉”加工走上了“公
司+基地+农户”的产业化经营
之路，小红薯做成了大产业。

从充饥的主食，到追求健康
饮食的重要搭配，红薯地位的变
化，贯穿我们这一代人的成长经
历，成为改革开放 40 年来老百
姓生活水平提升的缩影。

红薯成了
香饽饽
本报记者 孔刚领 “看，我做成了一朵菊花！”“我做

成了一个手链！”“我做成了一颗五角
星！”1 月 11 日，许昌荷爱同行社会工
作服务中心的社工再次来到许昌市老
年公寓看望老人。这次他们的到来，
给老人们带来了不一样的惊喜。

原 来 ， 为 进 一 步 丰 富 老 人 的 生
活，让许昌市老年公寓里的老人感受
到新年的快乐，许昌荷爱同行社会工
作服务中心十几名社工及许昌学院的
志 愿 者 一 起 ， 带 着 手 工 制 作 原 材 料

“扭扭棒”、彩纸、彩色布条、软铁丝
等，来到许昌市老年公寓开展“夕阳
正好 心灵手巧”手工制作活动。看着
自己亲手制作的手工艺品，老人们开
心不已。

为活跃气氛，在做手工之前，该
中心负责人李丽先带领老人们做手指
操，手指操结束后，又教老人们学习
自我按压穴位。“神门穴位于手腕外侧
虎口处。老年人大多数睡眠不好，按
压神门穴可使人容易入睡，提高睡眠
质量。”李丽一边讲解，一边做示范动
作。一听按压穴位有这么多好处，老

人们都迫不及待地跟着做了起来。
在欢乐的气氛中，社工开始手把

手地教老人们做手工。看着五颜六色
的布条、彩纸不一会儿就在自己的手
里变成了花朵、星星等，老人们兴致
勃勃。“很久没有玩得这么高兴了，谢
谢大家来看我们。”入住在许昌市老年
公寓的老人刘彩彦开心地说。

“在开展社工服务的过程中，我们
发 现 ， 老 年 人 的 生 活 一 般 都 比 较 单
调，有的老人甚至情绪低落。为改善
他们的这种精神状态，我们专门组织
社工于近期开展了以‘夕阳正好 心灵
手巧’为主题的系列活动。目前，我
们已先后到魏都区西关街道办事处综
合养老医疗服务中心、许昌市老年公
寓等养老机构开展了 6 次活动，很受
老人们的欢迎。”李丽告诉记者。

据介绍，许昌荷爱同行社会工作
服务中心是经市民政局批准成立的公
益性社会组织，于 2018 年 8 月成立。
自成立以来，该中心已到我市多家养
老机构开展社工服务 32 次，为老人们
的生活增添了许多欢乐和精彩。

社工服务：

让老人生活更精彩
本报记者刘晓敏

寒冬时节，
东城区半截河街
道办事处徐湾社
区筹款1200元，
在社区主任徐建
辉（右一）的带领
下，为许昌阳光
儿童救助之家的
孩子们送去了
米、面、油等慰问
品，让他们感受
冬日的温暖。

朱庆安 摄

“ 有 人 落 水 了 ， 快 来 救 人
呀……”1 月 6 日 10 时许，在禹州市
山货回族乡雷庄村村头河边玩耍的小
孩儿袁洋洋，看到一位老人掉进河里
后，吓得惊慌失措，边喊边向村里跑
来。

党员袁新昌和村民赵永志听到求
救 声 后 跑 了 过 去 ， 拉 住 孩 子 焦 急 地
问：“在哪？赶快带我们去。”

等赶到现场时，两人见到河内有
一辆老年手推车，不远处的冰面上躺
着一位老人，随时都有落水的危险。
当时，由于冰面太薄，袁新昌和赵永
志商量后，不敢贸然用力，只得小心
地挪动老人的双腿，试图将其拖上岸。

这时，闻讯赶来的村党支部书记
乔立一边指挥救人，一边亲自上阵，
与 众 人 协 力 将 老 人 从 冰 面 上 拉 了 上
来。令人欣慰的是，被救老人意识清

醒，身体也无大碍。
原来，被救的这位老人名叫王焕

妞，现年 82 岁，是禹州市郭连镇军陈
村人。当天，她准备回娘家为母亲上
坟，但孩子们都不在家，无法陪同。

军陈村离娘家只有 2 公里，执拗
的王焕妞就独自一人推着老年手推车
前去。谁知路过雷庄村村头河边时，
不小心一个趔趄，王焕妞连车带人跌
落到河里，幸亏被众人救起。

等老人喝了暖心茶后，袁新昌陪
同 她 来 到 了 娘 家 。 娘 家 人 了 解 情 况
后，拉着袁新昌的手感激地说：“谢谢
你们，要不是雷庄村老少爷儿们的帮
忙，俺姑现在还不知咋样呢！”

“乡里乡亲的，当时的情况，别人
遇上了，相信也一样会这样做。”袁新
昌一脸坦然地回答。他的回答代表了
这些施救者的心声。

老妪不慎落水 众人协力救助
本报记者朱庆安通讯员徐幸幸徐霁“要不是乔站长，俺养猪场的损

失肯定会更大，是乔站长帮俺找到了
致猪死亡的原因。”近日，在襄城县
汾陈镇汾陈村，提起襄城县汾陈畜牧
兽医站站长乔银良，养猪大户柳秀府
感激地说。

原来，去年 11 月初，柳秀府的
养 猪 场 两 天 之 内 一 下 死 了 11 头 猪 ，
这可急坏了柳秀府。情急之下，他半
夜拨通了乔银良的电话。乔银良接到
电话后，二话没说就骑上电动车赶到
15 公里之外的养猪场，详细了解了
猪死亡前的症状后，最终判断致死原
因是超剂量注射疫苗。知道致猪死亡
的原因后，柳秀府后悔不已。乔银良
立即采取急救措施，又手把手教柳秀
府学会疫苗注射后才离开。

现年 50 岁的乔银良是襄城县汾
陈畜牧兽医站站长。当上站长后，他
坚守一线，为广大饲养户做了不少实
事好事。

为做好疫情预防控制及动物检疫
工作，在乔银良的主导下，汾陈镇辖
区先后建立了 5 个三级疫情监测点，
发现疫情立即上报，有效预防了疫
情。他还常常深入到各个饲养场，了
解家禽、家畜的生长情况，发现问
题，当即解决，将动物疫病遏制在萌
芽状态。

为提高饲养户的饲养水平，乔银
良坚持每年举办两次饲养技术培训
班，为饲养户讲解畜禽防疫诊断、治
疗 技 术 等 。“ 这 样 的 培 训 班 很 受 欢
迎，就连附近乡镇的饲养户也纷纷前
来学习。”近日，在乔银良举办的培
训班上，襄城县垒望养殖专业合作社
经理李幸业表示。

为进一步促进全镇畜牧业的发
展，乔银良常常外出考察、学习、找
项目，帮助饲养户流转土地、建场房
等，倾其所能扶持饲养企业发展。采
访中，襄城县源荣牧业有限公司总经

理闫浩强告诉记者，“源荣牧业”的
发展应给乔站长记上一功。原来，在

“源荣牧业”的发展过程中，为做好
奶牛防疫工作，乔银良除定期上门免
费服务、指导防疫工作外，还上下协
调，为企业跑回贴息资金 500 万元，
帮“源荣牧业”解了燃眉之急。该企
业现在已发展成为当地重点龙头企
业。

目前，该镇畜牧业发展良好，饲
养企业已发展有 14 家，科技推广利
用率达 100%。乔银良也多次被被评
为市、县两级畜牧系统先进工作者，
被当地群众誉为“饲养户的贴心人”。

乔银良：

饲养户的贴心人
本报记者刘晓敏通讯员古国凡

“一个人做好事并不难，难的是
一 如 既 往 ， 持 之 以 恒 。 10 多 年 来 ，
朱好平作为一名平凡的妇女，义无反
顾地履行着赡养老人的责任，直到两
位老人安然过世，真是难能可贵。”1
月 13 日，禹州市颍川街道办事处南
街社区党支部书记张军对记者说。

今年 40 岁的朱好平是禹州市范
坡镇朱集村人，2001 年 2 月嫁到了南
街社区任保伟家。婚后，她在家操持
家务，任保伟在单位上班，一家人其
乐融融。但公公婆婆的病情始终让朱
好平放心不下。

原来，朱好平的公公原是禹州市
林场一名工人，41 岁得子，谁知高
兴劲没过，就发现妻子患上了精神
病。这样，公公既要工作，又要照顾
妻子，结果也得了糖尿病和脑梗后遗
症等多种疾病，常年靠药物维持，入
不敷出。

朱好平常想，丈夫的父母就如同
自己的一样。只有把公公婆婆照顾好

了，才能让丈夫安心工作，家庭才能
和谐。

2002 年下雨的一天，公公上街
不慎摔倒，左腿被摔成粉碎性骨折。
公公生病期间，生活不能自理，朱好
平忙完家务后，就跑到医院按时帮公
公擦澡、喂饭，还要清理大小便。一
次，公公一时想不开，把朱好平煎好
的中药故意扔掉，但她毫无怨言，一
声不响地收拾好地上的破碗及药渣，
重新煎好药端给公公。

公公因朱好平的细心照顾身体慢
慢好转起来，能够下床用双拐走路
了。同病房的病号都以为朱好平是他
的亲闺女。

对婆婆，朱好平也是一样。婆婆
病情发作经常离家出走，好在每一次
朱好平都会耐心寻找。生活中，当朱
好平做完饭后，第一个想到的是婆
婆，为的是让婆婆吃得上可口的饭
菜。平时婆婆吃药打针，样样都要朱
好平侍候，不敢有丝毫马虎。

在街坊邻居眼中，婆婆总是穿得
干净整洁，被朱好平拾掇得很精神。
正是“人心换人心”才使婆婆对朱好
平十分信任。

朱好平常说：“家和万事兴！因
为我们家的每一位家庭成员都是和和
气气的，所以我们的生活才会越过越
好。”

由于和婆婆的感情非常深，不久
前婆婆去世时，朱好平哭得肝肠寸
断，让左右邻居都感动得流下了眼
泪。

能干孝顺的朱好平还是个热心
肠，帮社区的独居老人干家务，为邻
里的红白喜事跑前跑后……每当左邻
右舍遇到急事，她总会放下手上的
活儿，尽全力去帮忙，大家都被她的
行为所感动。

如今，南街社区谁家娶了新媳
妇 ， 老 辈 人 都 会 说 ：“ 多 跟 好 平 学
学！”

朱好平：

人间有至孝 真爱最无声
本报记者朱庆安通讯员潘高锋 穆建发

“以前，穿着棉衣还觉得手凉。今
年不一样了，安上空调后真暖和，热得
棉袄的扣子都不用系了！”1 月 11 日，禹
州市范坡镇中心小学学生看着新装的
空调开心地说。

原来，在爱心人士赵伟民的带动
下，禹州市范坡镇中心小学教室内全部
装上空调，确保了师生过一个温暖、安
全的寒冬。

这事还得从一次家长接送孩子说
起。赵伟民在镇里开了一家公司，他的
孩 子 就 在 附 近 的 范 坡 镇 中 心 小 学 读
书。半月前，不经常接送孩子的他和其
他家长一样，来到学校接孩子。

当赵伟民第一次看到孩子们走出
校门冻得发抖的样子时，关心孩子的心
情油然而生。于是，他来到了学校，走
进教室，眼前的境况与自己的想象差距
很大。

他看到的教室虽是洁净明亮，但缺
少取暖设备，心里触动很大。实际上，
赵伟民是 20 世纪 90 年代从范坡镇中心
小学走出去的学生。近年来，经过自己
的努力，办起了公司，但他深知自己今

天所取得的成绩，与母校的悉心培育密
切相关。

自己上学时条件艰苦，不能让下一
代再艰苦，必须为母校做点儿事情。带
着这种想法，赵伟民把为母校安装空调
的想法，告诉了当年一起从范坡镇中心
小学走出去的几名同学，得到了他们的
积极响应。

同学们慷慨解囊，并嘱咐赵伟民不
留姓名，赵伟民在这次爱心助学拿出了
足额资金，购置 9 台柜式奥克斯空调送
给了母校。

赵伟民和其他几名同学的举动，引
起了学校所在地的村“两委”干部的高
度重视，一场爱的接力就这样在范坡镇
中心小学全面展开。

为了让学校及时用上爱心空调，范
坡村村“两委”干部在资金困难的情况
下，筹资款项购置空调专线，并联系镇
电管所专业人员进行排线，保证了爱心
空调能够及时安装。

经过 2 天的努力，9 台奥克斯空调
全部安装到了教室。如今，教室内温暖
如春，学校师生甭提多高兴了。

爱心助学暖寒冬
本报记者朱庆安通讯员刘仁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