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暖冬第五人
景玉才

我有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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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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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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暖暖心心热热线线：：667766559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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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您的爱

本本报讯 昨日，看到晚报的报道后，做生
意的王女士一早打来电话，希望给孩子们送些
温暖和礼物。“我想送三样东西。”王女士在电
话里告诉记者。

第一样是棉衣，“我有几十件棉背心和棉
裙子，它们并不时尚，也不漂亮，但是它们暖和

耐穿，从八九岁到十多岁的孩子都可以穿。”
第二个礼物是近200个书皮、圆珠笔等学习

用具。“看到晚报对李灵老师的报道，才知道周围
还有许多贫困的家庭，孩子们连学习的用具都
没有，我刚好做生意，给孩子们尽份力吧。”

最后一样礼物是手艺。“我会补衣服，只要

是看晚报来的，我都给他们免费。”王女士说，
她有近 20年的服装工作经验，很会补衣服，大
衣服改小，胖的改成瘦的，织补羽绒服，用布贴
把旧衣服变成新衣服等都会。

如果你急需这些物品，请拨打晚报暖冬热
线67659999告诉我们。 晚报记者 李丽君

只盖一条薄被子一条毯子
下午 4时许，记者在绿原社区工作人员的

带领下找到了前进路 57号院 1号楼 1单元，社
区贫困户景玉才就住在三楼约 30平方米的一
室一厅里，但这处房子的主人不是景玉才，景玉
才的姐姐才是房主，房子已经让景玉才居住了
很多年。

景玉才打开房门后，记者就闻到里边浓烈
的煤气味道，于是上前打开门窗通风，又把那个
小炉子封上了口。景玉才表示自己刚把炉子打
开一会，不开炉子的话厨房的自来水管也会冻
上，卧室也会冻得睡不着觉。

“我怕你们受不了冷，就把炉子打开了，晚
上睡觉我都关上卧室的门，肯定不会有事的。”
景玉才说，平时家里吃饭取暖都靠这个小炉子，
他的卧室比客厅要冷得多，晚上睡觉床上只有
薄薄的被子和一条毯子，床上铺的电热毯还是
姐姐帮他制作的。

两场大病后又失去工作
“炉子离卧室太远，晚上天冷我都睡不着

觉，被子重了我也受不了，能有个电暖气就好
了。”景玉才告诉记者，他从小营养不良，身高不
足1.5米、两场大病后体重只有不到80斤，他曾

经在郑州华顿公司上班，这家公司效益不好倒
闭后，景玉才因为身体原因一直没有找到工

作。到了1997年连妻子也离他而去了，2000年
又得了脑出血，2009年脑梗塞后刚刚出院，现

在身体一直都不好，天冷了只能待在家里。

绿原社区工作人员郭慈惠说，景玉才无儿

无女又无收入，每月依靠社区发放的 285元的

低保费生活，姐姐和弟弟也不时地接济他一下。

郭慈惠说，景玉才生活困窘，又生了两场大
病，被子厚了都不容易搬动，即使有了电暖气，
也会因为电费问题很少使用的，她认为能有两
条被子就能解决景玉才冬季的取暖问题。

家就像冰窖，夜里冻得睡不着
55岁的他无儿无女无收入，吃饭取暖就靠一个小炉子

要是有个电暖气或厚被子，这个冬天就热乎了

“天冷了家里冻得像冰窖，
晚上我都睡不着觉，你们能帮我
找个旧电暖器，让屋里有点热乎
气就好了。”昨日，55岁的贫困户
景玉才通过绿原社区向本报求
助，希望参与到“暖冬行动”中
来的热心人，能够给他送上一
些温暖。

晚报记者 汪永森 董洪刚
实习生 张芬芬/文

晚报记者 廖谦 实习生 张郁/图

李西俊触动市民心
医院上门为她做残疾鉴定
市民想捐款帮她补充营养

暖冬第六人
周小丹

能在家里做检查，李西俊很高兴。能在家里做检查，李西俊很高兴。
寒冷冬天，景玉才只能靠一个小炉子取暖。寒冷冬天，景玉才只能靠一个小炉子取暖。

本本报讯 48岁的周小丹老家在湖南株洲，3
年前在巩义白山口镇开起了专营耐火材料的商
店。去年夏天，喝酒后突然中风迫使他半躺着艰
难维持生意，现在他希望找个人照顾自己。

昨日，周小丹拨通了本报暖冬热线，他表
示现在病情已经不是很严重，只是半身不遂，
左手左脚不能动，但店内的生意还能打理，他
只是想要找一个人帮忙做做饭，“不管男女和

年龄，只要能煮一碗热饭就行，我这里有住的
地方，一个月开七八百的工钱”。愿意帮助他
的市民拨打本报暖冬热线67659999报名。

晚报记者 汪永森 董洪刚 实习生 张芬芬

王女士有3个礼物要送：棉衣、文具和手艺

□晚报记者 裴蕾 实习生 柴琳琳/文
晚报记者 马健/图

本报讯 昨日，本报《10年没下楼、她
的阳光从窗口照进来》稿件一经见报，就
收到了来自社会各界的无私帮助。

“因为要换发新版残疾证，听说李西
俊还没有进行残疾鉴定，我们愿意为她上
门提供服务。”昨日 10时 30分，记者随同
市第二人民医院救护车再次赶往李西俊
位于烟厂西街的家。

在询问相关情况后，耳鼻喉科主任闫
保兴和口腔科主任苏智勇分别对李西俊
进行舌体运动、口腔运动协调性、听力测
试等现场检查。

结合检测情况及询问病史，苏智勇表
示，李西俊的情况可以现场做出鉴定，她
应该是因为小时候患过脑炎，高烧抽搐后

引发了神经系统中枢受到损害，导致运动

性构音障碍。

最终，苏智勇表示李西俊的情况将评

定为言语残疾一级，也就是重度的残疾

人。

“我想拿出 1000元钱，帮助李西俊和

她的儿子，希望能给他们买一些生活必需

品，保证他们的营养。”市民蒋女士昨日打

来热线表示。

此外，市残联有关负责人昨日也提出

建议，“李西俊可以向残联申请，看是否符

合条件申请成为‘三无残疾人’。如果申

请成功，在她儿子 18岁之前，她就可以享

受每月300元的补助。”

对此建议，本报记者将继续跟踪，希
望社会各界把更多温暖送给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