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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冷了

如果发现流浪乞讨人员
请拨打救助站的电话
帮他们过个暖和的冬天

□晚报记者 裴蕾

昨日上午，41岁的平顶山叶县人
周双阳坐上了郑州市救助管理站送他
回家的“专车”。

因为患病没有任何经济收入，为了
供女儿上学，上周三，周双阳来郑州乞
讨要钱时，接受了市救助管理站的帮
助。

“周双阳的情况比较特殊，我们已
经联系好当地民政部门，争取让他回家
就吃上低保，解决生活困难。”护送他回
家的市救助管理站工作人员说。

随着天气的降温，连日来，像周双
阳这样到市救助管理站求助，并接受
救助的流浪乞讨人员在明显增多。

市救助管理站人员除在救助点开
展救助外，还巡回到火车站、汽车站
和繁华街道等寻找流浪乞讨人员。

“平时一天救助四五十人，这两天
比平时多救助 10多人。”市救助管理
站副书记梁新爱告诉记者，在被救助
者中，主动求助的人占了不少。

救助站已经为求助人员的房间通
上暖气，御寒的棉衣、棉被也储备充分，
还买有预防感冒、冻伤等方面的常用药
品，“伙食也在改善，确保他们吃热、吃
熟、吃得好”。

工作人员特别提醒，这个冬天，如
果在街头遇到生活困难的流浪乞讨人
员，市民可帮他们指路，或送到 4个市
内的临时救助点：解放路救助点（公交
站亭）、文化路救助点（黄河路与文化路
交叉口西南角）、流浪少年儿童全天候
救助点（德化街中段）和火车站救助点
（南邮政楼旁）。

你也可拨打救助站的救助电话：
0371-68953510（ 男）、68953509
（女）、68953532（少儿），帮助他们过个
暖和的冬天。

骑友、社工、晚报志愿者
资助“楼顶小学”

手套、书包、文具、衣服都送来了
5名特困孩子现场获得助学金

“学校真的连换课桌椅和窗玻璃的钱都没有吗”
春笋学校校长杨万霖解答各方疑问

“叔叔好，阿姨好，请上楼！”
11月18日下午3点半，按照之前的约定，郑州晚报志愿

者来到了春笋学校临近丰产路的高年级部。一进楼洞，身
披红绶带的学生热情地问好。

商都网“骑行天下”的骑友、金水区益创社工服务中心
的社工们和郑州晚报志愿者们联合举行了捐赠仪式。

活动现场就在学校的楼顶平台，这里平时是学生们的
活动场地。

我们到来的时候，平台上已经十分热闹了，虽然很多人
彼此素不相识，但大家都是为了向孩子们献一份爱心。这
种朴素的情感，使得每个人脸上都洋溢着笑容，像老朋友一
样互相点头致意。

晚报记者 张翼飞 见习记者 何涛 鲁慧 小刘涛 文/图

晚报志愿者的爱心捐赠饱晚报志愿者的爱心捐赠饱
含深含深情情

一排桌子上堆满了骑友、爱心市民以及晚
报志愿者捐赠的书籍、文具、衣服等物品。

因为平台容量有限，学校选了几名学生代表参
加，一些孩子们挤在入口处，踮着脚尖往这边张望。

仪式很简单，学校负责人向到场的好心人
致谢，讲话中几度哽咽。孩子们给叔叔阿姨们
戴上红领巾，鞠躬致谢。随后便是捐赠环节。

“我和我妞特意去挑选的书包，每个都是精
心挑选的。”晚报志愿者杨慧说，她和11岁的女
儿李怡瑶看到晚报报道后，加入了志愿者队伍。

“女儿知道这个学校的孩子很苦，我决定带着
她来看看。”李怡瑶是国家跳水队的运动员，4岁就
开始训练，之前一直在北京训练，今年才回来。

“我把书包送给他们，希望他们好好学习。”
李怡瑶忽闪着大眼睛说，她希望同龄人用上她
送的书包，拥有和她一样幸福的童年。

不愿透露名字的志愿者王先生，平时话不多，
但我们发现，几乎每次志愿者活动都有他的身影。

“一共有 4次活动，我参加了 3次吧。”王先
生说，“这次来也没带什么东西，给孩子们准备
了 50双手套，天气冷了，戴着手套写作业应该
会舒服些。”

还有每次必到的刘女士，也给学校的孩子们
带了精心选购不少礼物，她的这份坚持让人起敬。

“我是一个准妈妈，在家保胎，看了报纸，想
出份力，周五我不能去参加，大家见谅。我想捐
500元，请买些用品，帮我完成心愿！”前天下
午，志愿者群里的网友“姝然”的一段留言感动
了很多人。不到一个小时，我们便收到了“姝
然”的捐款。

郑州晚报一位工作人员也捐了 200块钱。
昨天，我们亲手把这两份心意交给校方。

李振华先生是温馨一百文化用品的负责
人，他看到晚报的报道后，也来到春笋学校。

李先生说：“我将每个月为学校提供一箱
粉笔，每箱 50盒，长期提供。我已经丈量了教
学绿板，近期更换。”

女书法家郑宇芳也来了，看到晚报的报道

后很感动，为学校写了几幅字，虽然行动不便
依然坚持送了过来。

洒金的红宣纸上，“爱的奉献”、“大爱无
疆”俊秀挺拔。

这些书法作品立刻成了现场的焦点，网友
们纷纷拍照留念。

商都网“骑行天下”的骑友们带来50张桌
子、儿童书籍、文具、衣服，并和 5名贫困孩子
接成“一对一”帮扶对象，每人 800元，共 4000
元整，用于他们的生活和学习，可解决一个学
期的学费。

为了保证落实到位和对捐款网友负责，骑
友代表还和受捐贫困学生家长签了“合同”。

杨娇（化名）的母亲代表受捐家长发言：

“你们跟我们非亲非故，这样来帮我们，我真是
不知道咋表达对你们的感激。你们都是好人，
我以后捡垃圾也要供孩子上学，让他出人头
地，回报社会。”

骑友代表“八大山人”说，孩子们把自己创
作的十几幅书画作品送给了他，稚嫩的画笔充
满了对生活的赞美和热爱，让他们非常感动，
会好好珍藏起来。

昨日，一位读者致电晚报：他的孩子曾在
春笋学校上过学，学校收费很高，一二年级每学
期收800元，高年级收1000多元。学校并没有
把资金都用在学校建设上，大部分资金去向不
明，学校管理也很混乱。市民爱心可嘉，但不能
被利用。教育是个良心事业，不能牟取暴利，“学
校真的连换课桌椅和窗玻璃的钱都没有吗”？

在我们连续报道期间，这样的声音不止一
次出现。

春笋学校校长杨万霖一一作了回复。
收费情况：一到五年级每学期 800元，六

年级毕业班收费1000元，因为面对升学考试，
必须要强化训练，平时加课、双休日补课、模拟
考试，都需要付出更多的人力物力成本，所以
加了 200元。这是去年秋季根据物价上涨水
平才涨的，之前都是收600元左右。

学校目前最大的开支是低年级部、高年级
部两座教学楼的房租以及 20多名教师的工
资，还有较为昂贵的水电费用等。实话实说，
刨去各项开支，每年有十万八万的盈余。他们
是民办学校，抗风险能力差，不能没有积累。

此前，学校办学正旺的时候赶上两次拆

迁，每次都赔几万元。所以，他们必须精打细
算，节省开支，以应对各种想象不到的困难。

他说：“我想买一块地建一所够标准的好
学校，而十几年的积累，还买不到一亩地。”

至于课桌椅和窗玻璃的更新，大家存在误解。
课桌椅一直在更换，一次性全部更换完不

太可能，他们逐步在做。因为木制桌椅耐久性
差，所以他们现在选购结实耐用、成本高的钢
木家具，从低年级往高年级逐步更换。即使社
会不捐助，他们也会把那些旧桌椅换掉的。

骑友拍到的没有玻璃的大窗户存在误解，
高年级部的窗户是整扇密封的，夏天为了通风
透气，必须把玻璃拆掉，天冷后再重新封装。

骑友来的时候，天气还比较热，当时的玻
璃是专门卸下来的，学校不会让学生在透风的
教室里上课。

他说，所有爱心人士捐献的物品都会用在
孩子们身上。学校可以正常运营，不会向任何
人求助。

他们会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把每一名学生
都培养好，这一点，是他们的职责，可以接受公
众的监督。

爱心人士看到晚报报道后自发来捐赠爱心人士看到晚报报道后自发来捐赠

骑友们资助骑友们资助55个贫困孩子个贫困孩子

学校负责人回应质疑学校负责人回应质疑

骑友代表现场认捐骑友代表现场认捐55名贫困学生。名贫困学生。

女书法家郑宇芳女书法家郑宇芳捐出捐出55幅书法作品。幅书法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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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月奖金币一枚
每周奖银币一枚
每天奖精制纪念币

欢迎读者向晚报提供新
闻线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