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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菜洗衣做饭都有人管
从2003年年底到现在，3户邻居主动照顾起了王昭芳的日常生活，每天给她买菜、送

饭、洗衣、打扫卫生，往返于楼上楼下，至今已经7年多了。
昨日上午，记者来到王昭芳家，屋内整齐干净，地上还放着两袋青菜，她说，这是邻

居们帮她买的。“我的手机里就存着她们3个人的电话，一叫她们马上就过来”。
最早的几年，6楼的黄守莲是王昭芳家的常客，王昭芳亲切地喊她“姨姨”，“她做的

甜汤和蒸菜可不错”。近几年，年过七旬的黄守莲身体也不太好，接力棒就落在了5楼的
王淑丽手上。

2007年，54岁的王淑丽从铁路客运站退休后，就义务承担起照顾王昭芳的工作。每
天早晚，王淑丽都会去王昭芳家一趟，买菜送饭，每周还会帮她打扫卫生洗衣服，“她爱
干净，每周我都会来把她家擦一遍”。

夏天的时候，王淑丽帮王昭芳在家里洗澡。天冷了，2楼的赵学珍就和媳妇尚书红
一起抬着王昭芳，骑三轮车去附近的印刷厂洗澡。

远亲不如近邻，王昭芳说，正是她的这些好邻居支持她一直坚强地活着。
2010年玉树地震，王昭芳还捐了50元钱，“我坚持要捐款，为了报答社会”。

晚报记者 黄盈 实习生 高东方 通讯员 张建华 文/图

退休后不想无所事事
58岁老人爱上布艺画

在陇海马路办事处陇新社区，提
起刘敏，社区居民都称她是个“艺术
家”。她不仅画一手好画，还会做布艺
画。

“我以前就喜欢画画，退休后开始
学画写意画。”刘敏说，年轻时喜欢画
画，但没有好的机会学习，退休后她就
到市老年大学学习画画，之后学做布
艺画。这样不仅能弥补年轻时的缺
憾，更是一种精神寄托。

陇新社区主任彭刚介绍说，刘敏
是郑州卷烟厂的退休职工，今年 58岁
了，曾经在社区教过居民做布艺画。

“现在我不仅要去老年大学学画
画、普通话和乐理知识，每周还要教
三节布艺画的课。”刘敏说，她现在已
经是市老年大学的老师，学做布艺画
让她的生活变得丰富多彩，她过得很
充实。

“我从来不打麻将或者坐在院里
面拉家常。”刘敏说，不少退休人员退
休后变得无所事事，打麻将、拉家常成
了他们生活的主要组成部分，这样很
不好，她建议退休人员也去学习点东
西，充实自己。

见习记者 鲁慧
实习生 程时培 通讯员 彭刚

他想义务为孤
寡老人修脚

“我是一名修脚师傅，如果有孤
寡老人需要修脚，可以来找我，我愿
意免费帮助他们。”

昨日上午，市民郭先生致电晚
报说，自己做这一行三年多了，现在
在一家修脚店工作，“今年春节放假
期间，我已经为 26位老人提供了免
费上门修脚服务，但是我希望这个
数字能够达到100”。

“我每个月有两天的休息时间，
想在短时间里尽量多地帮助老人
们，所以最好在老人比较集中的地
方提供上门服务，例如福利院，或者
社区把有需要的老人集中起来。”

郭先生说，自己平时喜欢助人
为乐，孤寡老人行动不便，自己有一
身技术，可以帮助他们：“如果福利
院或者社区有需要，可以直接跟我
联系，电话是15038203905。”

见习记者 鲁慧 实习生 孔冰

招领新平台 ww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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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日，公交三公司 20 路调度
张平在车上捡到卡号为 16876754
的公交卡，认领电话：86020169。

15日，贾女士在大石桥附近捡
到石迎娜的身份证，住址是河南省
南乐县寺庄乡张浮坵 749号，认领
电话：67659999。

15日，邱先生在紫荆山路东明
路附近捡到张清毫的身份证，住址
是郑州市二七区蜜蜂张街40号楼
8号，认领电话：67659999。

14日，谢先生在火车站附近捡
到张守斌的身份证，住址是河南省
驻马店市驿城区白桥路一巷46号
3号楼22号，认领电话：67659999。

近日，包先生在桐柏路建设银
行捡到郭莹莹的商业银行卡，认领
电话：67659999。

互动方式：您可以拨打本报热
线 67659999，发 送 邮 件 到
137442452@qq.com ，加入本报
招领QQ群：93847869，发布招领
信息。 见习记者 鲁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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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女士：一张宜家贵宾体验卡
换物。13526636800

李先生：原价130元的布衣柜
换饮水机。13526788263

刘先生：自行车、十字绣红楼
群 芳 图 、清 明 上 河 图 换 物 。
13623823442

周女士：2桶多利葵花籽油和
2桶包公花生调和油、带全套防护
用具的旱冰鞋、全套带包的赛博滑
板换物。13683719246

互动方式：您可拨打本报热线
67659999， 发 送 邮 件 到
615985610＠qq.com，加入本报
换 客 联 盟 QQ 群 ：43591199、
33213430、37920496发布换物信
息。 晚报记者 汪永森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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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户邻居爱心接力7年多
每天给重病的她买菜送饭

王昭芳说，邻居的帮助让她坚持到现在。王昭芳说，邻居的帮助让她坚持到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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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用三封信感动了泥塑大师
“小时候都是捏橡皮泥，一捏起来就忘

了时间。”从小酷爱捏泥人的韦德政很想得
到大师指点，他想拜师学艺。

2003年，韦德政看到了泥塑大师王玲
的报道，当时他给王玲写了封信，可没有等
到回信，之后他寄出了第二封、第三封信。

“她被我感动了，愿意教我，我觉得我的
梦想就要实现了。”第三封信寄出后的第二
天，韦德政接到了王玲的电话。

为了多练手，韦德政征得烩面馆老板同
意，利用休息时间在店门口摆起泥塑摊，还
免费为老人捏起了头像。

“捏好一个，我就拍下照片寄给王老师，
让她给我指点，这样坚持了几年。”韦德政通
过这种方式，学习着泥塑技艺，越来越多的
市民慕名来让他捏头像。

和附近老人成了忘年交
现在不少在附近住的老人和韦德政成

了忘年交，他们总会搬着小凳子坐在旁边，
边看韦德政捏头像，边聊天。

“他们愿意给我当模特，我要好好谢谢
他们。”韦德政说，身边人的支持，让他坚持
了泥塑梦想，也收获了更多的好评。

黄河泥的黏性大，是理想的泥塑材料，
为了让泥塑取得更好的效果，韦德政每隔一
段时间都要搭车回原阳老家，骑车到黄河边
挖黄河泥。

“每天虽然很忙，休息时间还要捏头像，
但一点儿也不觉得累。”韦德政说，泥塑是他
放松身心的最好办法。

社区人物

烩面师傅把身边人当模特
干啥？他在学做泥塑

他的梦想是，2013年自己开个雕塑馆

“无论处境怎样，只要坚持不懈，我会得到命运赐予的礼物。”这是被大家称作“艺
术家”的原阳小伙韦德政的座右铭，他相信通过自己的努力，总有一天能实现他做一名
泥塑大师的梦想。28岁的韦德政20岁离开老家原阳，他到郑州市博物馆附近一家烩
面馆做起了烩面师傅，每天的工作很辛苦，他却没有忘记梦想。

对着真人两个小时能捏一个
昨日下午，记者见到韦德政时，他正对着一张一寸相片认真地塑着，一堆黄泥在他手中慢慢呈现

出老人的头形和五官，一道皱纹、一根毛发他都认真塑造，“我很享受这个过程，当完全塑好后心中就
会有很强的成就感”。

韦德政说，对着照片捏头像的难度稍大，如果是看着真人捏，2个小时左右就能完成一个。
不少市民围在韦德政周围，口中还不停赞叹：“真像啊！”
韦德政不好意思地笑着说，等到2013年，他要开一间雕塑馆，“会有两间工作室，每天我都能坐在

那里捏泥人，这就是我想要的生活”。
“想成功就没有借口，不管现在生活是否困难，我都不会放弃我的梦想。”韦德政说，他会像《隐形

的翅膀》里唱的那样：不去想他们拥有美丽的太阳……我知道我一直有双隐形的翅膀，带我飞给我希
望。 线索提供 王鸿 晚报记者 汪永森 实习生 蔺洋

苗圃社区 陇新社区

看看他们像吗？看看他们像吗？ 晚报记者晚报记者 廖谦廖谦 实习生实习生 付帆付帆 图图

王昭芳，51 岁，1991 年患上类风
湿关节炎，在药物治疗过程中，她又
接连患上了糖尿病、高血压等慢性疾
病，从此抱病在家，放弃了在郑纺机
的会计工作。

然而，不幸并未结束。2003年12
月，丈夫带着17岁的女儿离开了，独
自生活的她一度陷入绝望。

1999年，王昭芳搬到苗圃社区21
号楼7楼27号，认识了5楼的王淑丽、2
楼的赵学珍、6楼的黄守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