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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线新闻 A07

雨中看望恩师
昨日 10 时许，中原区中原

西路办事处的罗惠来电称，她
要去贾鲁河岸边一个老窑洞看
望恩师。

罗惠说，老师姓郭，是她小
学时的音乐老师，今年63岁了。

车顺着西环道拐入西石羊
寺村，过了郑湾村的贾鲁河桥，
雨越下越大，从郑湾村流出来
的水，顺着大路向河内倾泻着，
哗哗地响。

车无法向前开了，罗惠和
办事处纪委副书记张跃玺等 5
人，带着米、面、油，下了车，顺
着小道步行向北。

路上，罗惠说，下大雨了，
她最担心的是恩师的安全。她
住在一个旧窑洞里。

罗惠说，郭老师原来住在
华山路与中原路交叉口的罗庄
村，“她是我小学时的音乐老
师。郭老师最爱面子，20 多年
来，从来没有向学生们说起过
自己的难处。”

梅山，是郑州古八景之一“梅峰远眺”
的所在地。贾鲁河、金水河、熊儿河、七里
河皆发源于此，因其山“旧多梅花”（民国
五年《郑县志》），故称梅山。现在的梅山
有些荒凉，有些没落，但近来，随着一个神
秘山洞的发现，这里吸引了众多驴友、骑
友和热衷冒险的人纷至沓来。

这 45名学生是学校组织来这里进行

“暑期特训”的，为的是考验大家面对未知
情况的意志和胆量，处理问题的方法和途
径，以及团队合作的默契程度。

45个同学分成4个小组，每组只发给
1 个打火机和 3 支蜡烛，然后分组依次进
入洞内，寻找老师事先在洞内藏好的“宝
贝”——4 个啤酒瓶。规定时间是 15 分
钟，看谁能最快完成任务。

谢谢读者罗惠向
晚报提供新闻线索，
请来晚报领 50元稿
费

宝宝讲文明

美德贵在坚持
文明贵在行动

百年前的旧窑洞，母子俩相依为命
儿子从小患有精神分裂症，一犯病就打人

无可奈何的母亲，带他过起了“土著人”的生活

暑期特训练胆量长见识
45位少年梅山“秘洞探险”

郭老师的儿子从3岁开始，发现患有精神分裂症。
今年，儿子27岁了。

平日里，儿子不但打家人，有时还砸邻居的汽车。
母亲的退休金根本不够用。

无奈，母亲领着他，住进了贾鲁河西岸一个废弃百
年的破窑洞内。天天被打的母亲守着儿子。

前日，在办事处的帮助下，儿子被送到了精神病院。
昨日，办事处工作人员，还有老太太当年的学生，

冒雨带着慰问品，到老窑洞看望老太太。
晚报首席记者 徐富盈 文/图

郑州西南 15 公里处，有一座
沉寂已久的土山，山里有一个神秘
的山洞。

8月21日上午，淅淅沥沥的小
雨中，45名学生来到新郑市龙湖镇
梅山村梅山，进行“秘洞探险”。

晚报记者 张翼飞 文/图

一进山洞，顿时感到凉意袭人，而且
漆黑一团。

第一组 10名学生事先进行了分工，3
支蜡烛打头的拿一支，中间的拿一支，最
后的拿一支。蜡烛的光亮太微弱，对前面
的情况一无所知，女生王俐茜的第一感觉
是害怕。但很快，找到隐藏的啤酒瓶、尽
快完成任务的驱动力使她忘记了害怕。
男生们大着胆子在前方摸索，她则用脚在
地上划拉，希望能早有斩获。进洞后的 5
分 23秒，一声欢呼，三个男生发现了第一
个啤酒瓶。

“蝙蝠！”第三组进洞的女生刘晨阳很

快发现，朝自己飞来的一个黑影是什么东
西。

有的同学惊叫一声忙低下了头或者
抱住了头，包括男生，她则饶有兴味地举
着蜡烛去照。这个很有胆量的女孩，是唯
一找到“宝贝”的女生。

探险结束后，男生张山说：“我从小练
武术，以为自己胆子挺大的，但进到这个
不知道有多深的黑糊糊山洞，还是感到紧
张，拿蜡烛的手都是抖的。不过一段时间
的适应后，我觉得自己平静了，最终坚持
下来。我想，下次就算让我一个人进洞，我
也敢了。”

顺着高低不平的小道，穿过一个苹果园，绕
了四五个大弯儿，终于来到了贾鲁河西岸一个
土垒壁立的河梁上。

远远看到，这个河梁西岸的土崖上，有一溜
老窑洞。这里几十年无人居住了。

走到一个窑洞前，只见这里有葱和丝瓜，还
有西红柿。一看就知有人在这里居住。

“谁在家？”罗惠刚问了一句，从破旧的棚子

里，走出了一位 60多岁的老太太，她正是郭老
师。

“郭老师，下雨了，我们来看看你。”罗惠上
前拉住了郭老师。

看到众人来看她，郭老师哭了起来。“我住
在这里没事儿。这是一个 100 多年前挖的窑
洞，原来的住户搬到了市区，我掏了300元钱买
下来的。”

“儿子清醒时也很好，经常能拾破烂回来。”
老太太指着一侧的破旧报纸说。

“儿子从小就懂事，但一犯病，就不行了。
他平时没事时常对我说，‘人家孩子都不跟我玩
儿，说我傻’。我和他爸常和他一起打牌，为的
是哄他高兴，只要他想打，我们就陪他，有时一
直打到凌晨3点。”

郭老师说，她是没有办法了，才在半月前，
找到中原西路办事处，希望办事处能帮助她，正
好，她在办事处遇到了办公室的罗惠。

“我这位老师太好了，办一件事，她总是想
着别人的感受，不是逼到绝路上，她不会求人
的。”罗惠说。

说到儿子，郭老师站在窑洞门口哭了起
来。“俺孩子有那病，常常打我。春节前，俺住在
罗庄，他在家里打我，我气得跑了出来，坐到中
原路人行道上哭，儿子跑出来，说他知道错了，
跪在我面前说，‘妈，我再也不打你了。’可是刚
说完，他又按住我打了起来。”

因为儿子砸人家的汽车，老太太借钱去陪
付；儿子毁了人家的东西，她也要去陪付，还要
给人说好话。

“没有办法，我们才想到来这里住的。”
罗庄村拆迁后，郭老师带着儿子找房子租，

但房东一看儿子的情况，就不愿租房给她。“人
家怕出事，我们也理解。”

老师感动得哭了

一家成了“土著”

办事处帮助，儿子入了院
厨房里，可以看到泥垒起来的土灶，烧的是捡来

的木柴。
“几天前，她拿着特困申请来找办事处。我多年

没有见到她，问了情况，我鼻子也酸酸的。我带着她
到办事处领导那里说明情况，领导一听她家的情况，
立即就给她批了。”

前天办事处就和市八院说好了，郭老师给儿子办
了入院手续。

“现在他住了院，一个疗程三个月，但一个疗程
后怎么办，我现在心里还没有数。”

临走时，记者看到，郭老师窑洞门口一个瓶子里插
着一枝百合花。“儿子前天拾回来的，很香，就养住了。”

“郭老师是一个非常热爱生活的人，希望热心市民
能帮老太太想想办法。”罗惠说。

母子俩栖身旧窑洞母子俩栖身旧窑洞

泡豆就大饼就是一顿饭泡豆就大饼就是一顿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