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强冷空气连续袭击，寒潮笼罩中原大地，谁在寒风中孤立无援？虎年将至，希望的种子正在孕育，谁在寒冬中心怀憧憬？
“送人玫瑰，手留余香”，今日起本报发出暖冬征集令，联合有关部门共同推出“暖冬行动”，捐一件衣物、献一片爱心、送

一份温暖，让爱温暖这个冬天！我们邀爱心企业和市民一起携手，寻找那些需要帮助的人，同时也为那些想帮助别人的人
提供一个渠道。为困难人群驱散冬日严寒，为心怀梦想的人们完成心愿！请您拨打晚报热线：67659999。

这里有三颗滚烫的心，为您取暖

“过节回家的农民工兄弟吃完热乎乎的饭菜，饭钱看着随便给就行。我没指望这个挣钱，只
是想给农民工一些帮助。”昨日，在客运南站开饭店的孙德坤拨通了本报热线，他的“农民之家”小
饭店将在春节期间为农民工送去一份温暖。 晚报记者 汪永森 董洪刚 实习生 张芬芬

想让小饭店成为农民工温暖的家
上午11时许，记者在陇海路客运南站对面的公

交站牌后找到了“农民之家”，这家小门脸的饭店只
在门前有个标志，门头上却是另一家饭店的名字。

“饭店开门刚两天，吃饭的人也不算多，吃的东
西也都不贵，吃完随便给个钱就行。”孙德坤告诉记
者，原来这里就是一家饭店，自己租下后刚开业，现
在还没有熟客上门，他认为这种情况是比较正常
的。他开展春节回馈农民工的活动，想让农民工在
店里吃饭随便给钱，并不是开业促销的炒作手段。

“我没想靠这个活动赚钱，只是想通过活动让
更多的农民工知道，有这样一个地方可以在他们困
难的时候给他们一些帮助。”孙德坤说，自己的饭店
开在陇海路客运南站对面，这里每年春节都有大批
农民工要乘车回家，他觉得自己的小店能成为农民
工温暖的家。

一盘饺子给2元，一碗稀饭给1元
孙德坤是周口扶沟人，在郑州打工十几年了，

曾经也是路边等活儿的众多农民工中的一个。亲
身体会到农民工进城打工的不容易后，他说自己特

别想帮助农民工兄弟。
“饭店开业几天了，每天进店吃饭的人不算少，

但收入只有几十元，而每天运营的成本在 300元左
右。”孙德坤说，车站的客流量和进城的农民工比较
多，“吃饭随便给钱”的宗旨给小饭店赚了点人气，
但有很多人说他脑子有毛病。

“一盘饺子有人给两块，一碗稀饭也有人给一块
的，我都能接受，给多给少我都高兴。”孙德坤说，只要
是农民工到店里用餐，他都会提供最大的便利。

就算赔钱也会把活动坚持下去
孙德坤说，春节期间即使赔钱也会把活动坚持

下去。到这里用餐的尉氏农民工朱先生说：“老板
的这项活动很实惠，相信老板是要真心为农民工兄
弟送温暖，我在用餐后会按价给钱，而且觉得吃的
很值。”但也有人持不同意见。南关街居民马先生
说，他多次从该店门前经过，没见店里有很多顾客，
他不看好这家店。店员也不支持老板这样做，他们
担心发不了工资而离开了。对此，孙德坤说：“我就
是想帮助农民工，现在还有人要加入进来，有招待
所也准备搞‘随便给钱’的活动。”

1 月 28 日，小学就要期末考试
了，许多家长已经开始和孩子一起
备战，但一下没有时间、肚子里墨水
又少的家长开始犯起了愁。昨日，
家住人民路的曹女士送来好消息，
她想周末免费为小学五六年级的孩
子补习数学。 晚报记者 李丽君

想给孩子营造学习环境
据曹女士介绍，她今年 41岁，曾是

小学数学教师，有教师资格证。她非常
热爱自己的职业，当一名优秀教师是她
年轻时的梦想。当年她从事教师工作
时，也一直非常用心。

后来曹女士有了孩子，为了更好地
抚养、教育小宝宝，她忍痛辞去了心爱
的工作，在家当一位全职妈妈。在她的
细心呵护和照顾下，孩子健康成长。作
为一个有思想的母亲，她深知父母就是
孩子第一任老师，所以她首先当了自己
孩子的家庭教师。

现在，曹女士的孩子已经 11岁，上
小学六年级，数学成绩在班里一直名列
前茅。由于只有一个孩子，曹女士一直
觉得在给孩子辅导功课时，孩子一个人
很孤单，于是她思索着该如何给孩子营
造一个更好的学习环境。

主要为五六年级的学生补课
“孩子们一起学习氛围会更好。”曹

女士经过考虑，想出这个好办法，免费
为需要补习数学的孩子补课。“这样孩
子们在一起学习，还能提高学习兴趣，
我计划每周六辅导，上午 9时到 12时辅
导五年级的，下午 3时到 6时辅导六年
级的，一个班招收6名孩子，从本周末就
开始。辅导地点设在我家就行，家里有
暖气，也不会冻着孩子。再说，我也是
个母亲，会更了解孩子。把孩子们送
来，就放心吧！”

在铺天盖地高价补习班的覆盖下，
曹女士的做法着实让人感动和赞叹。
如果您的孩子需要补习，可以直接拨打
曹女士的电话68068055来报名。

“能否通过晚报，帮我找一份医
院陪护的工作？”昨日，来郑州求职
的肖女士求助本报，希望能通过晚
报找一份护理或陪护的工作。

晚报记者 詹莉莉

离异后背井离乡，当过人体模特
肖女士告诉记者，她今年 45岁，儿

子 3岁时她和丈夫离了婚，儿子一直跟
着前夫。“刚开始，我还可以去看看儿
子，给他买点衣服什么的。在儿子 7岁
以后，他爸爸再也不让我见他了，并且
还叫孩子不要认我。”肖女士说，由于没
有稳定的工作，无法给儿子好的生活，
所以她并没有强求什么。

伤心无助的肖女士，在2002年从豫
东农村老家来到郑州打工。“刚开始做
家政工作，干了两年，收入不多，就想换
换工作，可一直没有机会。”肖女士说，
一次偶然的机会，朋友推荐她去做人体
模特。“最初我很害羞，不愿意去，但为
了挣钱，也没有更好的办法了。”2004年
11月份，肖女士“忐忑不安”地开始了第
一次人体模特工作。

不想回老家过年，要找份护理工作
当模特并不是每天都有活儿，收入

也不算高。夏天还好，挣的钱可以勉强
维持生活，一到冬天就成淡季了。“没有
美术课，其他工作也不好找。”肖女士
说，自己的亲生儿子不能相见，去年她
母亲也去世了，失去亲人的她现在更无
牵挂了，所以不打算回老家过年，想利
用春节在郑州打工多挣点钱。

“我已经闲了很长时间，一直也找
不到工作，背井离乡一个人在外打工的
日子很不好过，我没办法改变自己的命
运，有时特绝望。希望通过郑州晚报寻
找一份医院陪护工作，或者给老人做饭
也行。”肖女士说，老人如果能自理，薪
水可以少些。“虽然我文化程度不高，但
有丰富的护理经验，护理、陪护等工作
我完全可以胜任，一定会做得很好。”肖
女士很自信地说。

我想护理老人，
一定会做得很好

暖冬第一人
曹妈妈

孙德坤的这家小店门上写着：“农民工就餐随心意付款。”孙德坤的这家小店门上写着：“农民工就餐随心意付款。” 晚报记者晚报记者 廖谦廖谦 实习生实习生 张郁张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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