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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看他们就要带着一张笑脸
市儿童福利院迎来社会各界爱心人士

今天是第48个学习雷锋纪念日，昨日上午
10点，来自大学路街道办事处、绿城广场管理
处、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郑州二中等社会各界
爱心人士来到郑州市儿童福利院看望这里的
孩子，大家不仅给孩子们带去了学习生活用
品，还为孩子们带去了欢乐和温暖。

市儿童福利院的蔡雪老师告诉记者，福利
院现在有 500多名孩子，其中 98%的孩子都患
有各种先天疾病。

62岁的“感动河南十佳母亲”周慧玲和小
朋友们拉起手，高兴地唱起了“找朋友”，“我们
就是要带着一张笑脸来这里，像对待平常人一
样对待他们。”周慧玲说。

晚报记者 黄盈 通讯员 朱琳

屋里亮了，老人笑了
交警三大队民警看望孤寡老人
昨日，交警三大队民警去看望孤寡老人。

二道街社区是我市较老的社区之一，这里的许
多房屋陈旧，孤寡老人有十户。

秦小翠老人今年70岁，住在一个十几平方
米的房间内，是名空巢老人。民警掀开门帘，
想拉开灯绳照亮，帮老人打扫房间，但拉了几
下没反应。“拉不着。”秦阿姨说，曾试着修过，
但是没能修好。交警们赶忙找来螺丝刀，扯断
老化的电线，买来灯泡，修好了这房间里唯一
的照明工具。

屋里亮了，老人笑了。随后，交警与秦阿
姨聊天，讲了些值勤中碰到的趣事，逗得老人
家哈哈大笑。交警沈豪杰在离开之前，将电话
号码留给了秦阿姨，“以后我们还会经常来，如
果您有什么困难，可以给我们打电话。”

晚报记者 刘涛

盲童为老党员献才艺
3月3日上午，在郑大市场南街附近一居民

楼的二层居住的李武生家中，传出了孩子们优
美动听的歌声，还有葫芦丝、琵琶等演奏的乐
曲声。

“真高兴啊，像在家里举办了一场音乐
会。”81岁的老党员、离休干部李武生特别开
心。当日上午11点，在郑州市盲聋哑学校团委
的组织下，10岁的盲童王怡文和同学们来到了
李武生老人的家中，通过给老人家表演才艺的
方式“学雷锋”。

市盲聋哑学校团委书记杨明说，今后，学
校将会和附近的祥和社区建立起志愿者协作
关系，通过组织学生到老人家中慰问，为社区
困难群体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让孩子们更深
切地感受到学习雷锋帮助他人的快乐。

晚报记者 裴蕾 实习生 施杨

“学习雷锋好榜样……”昨日下午，在二七区春晖小学校园
里，全校师生们唱起了这首熟悉的歌曲。

每年的3月5日是“学雷锋日”，也是一次全民的群众性的学
雷锋活动。在网上，流传着一句话：“学雷锋，像刮风，过了三月影
无踪。”昨天，二七区的数万名少先队员宣誓，倡议大家要把一年
365天都当成“学雷锋日”。

昨日下午，二七区少先队员“读雷锋故事，做雷锋好事，写雷
锋日记”活动启动仪式在春晖小学举行。

这次活动的主题是，号召全区少先队员，把学雷锋、参与志愿
服务作为一项长期活动坚持下去。而不是“学雷锋日”来了，就做
些好事；“学雷锋日”过了，就不再坚持了。

中原区伏牛路四小也在开展“学雷锋活动”。全校成立了18个
雷锋中队，如“先锋中队”、“钉子中队”、“爬山虎中队”、“向日葵中队”。

这所小学今年的目标是成为郑州市第一所雷锋小学。据了解，
3月下旬，“雷锋小学”即将挂牌。

晚报记者 张勤 实习生 闫珍黎/文 晚报记者 张翼飞/图

□晚报首席记者 徐富盈 实习生 张振豪/文
晚报记者 张翼飞/图

杨明昊，交警二大队普通民警，从12年前开始，他就
在中原路上值勤。

3年前，他自费2000元买来自动充气机等维修工具，
以及免费地图、预报天气板等，在路口成立服务站，免费
帮助行人。

因为工作出色，他被调至中原路嵩山路市委路口岗
上。

一个月前的一天夜里，杨明昊的便民安全服务站被
一个醉酒男子给烧了，所有工具都烧毁了。在烧过的第
三天，杨明昊又把家里的桌子和椅子拿来了，再次准备了
简易的工具，在路口帮助路人。 线索提供 陈涛

团市委将加大志愿服务力度
目前，我市正朝着创建全国文明城市的目

标迈进。在昨日召开的“雷锋精神和文明城市
创建”座谈会上，团市委副书记李磊说，现在我
市志愿服务还存在许多不足。今年，团市委将
加大对志愿服务的投入，加强志愿服务培训，
使其更好地发挥作用。

市妇联副主席于素云认为，我市要积极开
展巾帼志愿者社区服务活动，组织开展各种适
合社区和家庭特点的帮扶贫困妇女、家庭和老
人的行动，以实实在在的举措为社区群众服务。

“结合教育工作实际，我们还要深入开展
‘学雷锋’主题活动，积极动员和组织中小学生
开展形式多样、扎实有效的实践活动，引导学
生做社会志愿服务的模范。”市教育局副局长
郭金汉在会上说。
晚报记者 孙娟 黄盈 实习生 张婷 高东方

今天是“学雷锋日”，有人说“学雷锋，像刮风，过了三月影无踪”

看看他们是如何坚持学雷锋的
六年来，他从学生变成了职员
唯一没变的身份就是义工

从绿城社工刚
成立，徐志远就开始
了义工生涯，六年
来，他从学生变成了
职员，但是唯一没有
变的身份就是义工。

毕业的两年多
时间里，徐志远换了
多份工作，每一份工
作基本只有一个要
求，时间灵活，可以
随时安排参加义工
活动。

谈及未来，徐志
远没有提起自己的
幸福，却说希望能有
更大的能力去帮助
有困难的人。

晚报记者 薛璐
实习生 孔冰/文

“2008年，我在一个企业实习，打算好好表现，然后
留下来，所以决定暂停义工活动。”可徐志远发现自己没
办法忍受没有义工活动的日子，“实在是放心不下，跑到
站里看看，证实真的没啥事，才会觉得踏实。”徐志远一
狠心，放弃了这份优越的工作，又回到了义工队伍。

毕业两年多时间里，徐志远换了 20多份工作，每一
份工作基本只有一个要求，时间灵活，可以随时安排参
加义工活动。刚就业时，徐志远每个月都是月光族，除
了生活必备的，剩下的都捐给了求助者。而参加数百次
的义工活动，他却没有拿走一分钱的报酬。

徐志远不愿意谈及自己的付出，每次都一句话带
过，但提起他曾帮助过的人时，徐志远一下打开了话闸
子。“家住新郑的小虎，因为身体残疾，一直很自卑，拒绝

跟外界打交道。我们给他找了个心理辅导员，还不定时
去他家帮他干活，打扫家里卫生，现在小虎一有时间就
会跑到郑州参加义工活动。”

“曾经有个母亲，家是农村的，儿子患了白血病，我
们在街头给他组织了义卖义捐义演活动，大概筹集了 2
万多，能够尽自己的力量去营救一个人的生命，我感到
很幸福。”

“我喜欢帮助别人，这种信念就像流淌在我血液里一
样。可能我的力量有限，可能我筹集的善款不多，但是我
会想尽办法去帮助他们，有时哪怕是一句关怀的话。”谈
及未来，徐志远没有提起自己的幸福，却说希望能有更大
的能力去帮助有困难的人。“哪怕只有一丝希望，我都要
去努力，去争取，尽自己所有的力量帮助他们。”

昨日上午 10点，长江路碧云路交叉口的长江金盾
小区，徐志远租的房子就在这里。

穿着黑色外套，戴着一副眼镜，24岁的徐志远看
起来比实际年龄略大些。这是徐志远第一次接受采
访，他话不多，回答问题也就一两句而已，他很清楚地
记得自己第一次参加的义工活动。

“2005年 12月 3日下午，我接到学校老师的电话，

要我配合绿城社工搞一次助残活动。”第一次义工活
动，徐志远组织了 20多名同学，到街头散发宣传页，并
组织义卖义捐。

那次活动结束后，徐志远就向陈聘报名参加义工，
这一干就是六年。“在大学读书时，除了上课时间，我
基本都在绿城社工站呆着，一周至少四天以上都在忙
义工的事，有时为了一个活动策划彻夜不眠。”

民警自费建便民服务台3年
被醉汉烧毁，又重建

在校三年，除了上课就是做义工

二七区4万多名少先队员宣誓

“我们每天都该学雷锋”共同倡议共同倡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