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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贯彻十八大精神
之建设美丽郑州

即使经常到人民公园来休闲游玩的市民，
恐怕也不知道这里的“手语岛”在哪儿。实际
上，“手语岛”就是人民公园的湖心岛。2004年
9 月 25 日，在第 47 届国际聋人节的前一天，郑
州市残联、郑州市聋人协会和人民公园联合在
这里竖起了“手语岛”的石碑，把这里变成了一
个聋人俱乐部。这种形式在全国都是首创。

“手语岛”上，41 块形状各异的石头上，都
刻有手语图解以及对应的中文和英语，供市民
学习观赏。这里成立之初，吸引了众多手语专
业人士以及爱好者。

今年29岁的靳浩是个南阳小伙，大学毕业
后留在郑州工作，如今从事计算机行业。2006
年，他和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成立了“阳光义

工”公益组织，经常参与各类社会公益活动。他
们曾去市盲聋哑学校和那里的孩子们交流，但
和聋生沟通时，总是需要老师的“翻译”，他便萌
生了学习手语的想法，这样可以更直接地为聋
哑人做更多事。2008年3月，他在网上看到“手
语岛”的介绍，一个周日便兴冲冲地来参加活
动，但他发现，石碑依然在岛上伫立，但教手语
和学手语的人却难以寻觅。

不能让“手语岛”空有其名！靳浩和阳光义
工的志愿者们，开始拜师、买书、自学手语，积极
在网上发帖，征集更多的朋友参与。他们的努
力很快有了效果，“手语岛”上的人气又兴旺起
来，每个周日平均都有二三十人在这里活动。

中州大学“爱心手语社”的大学生们，就是

看到了“相约手语岛，学习手语，关爱聋人”的征
集帖，成为这里的“义务教师”。中州大学目前
在校聋人大学生有 600多人，有全国首创的手
语翻译专业。

“爱心手语社”的负责人梁玉音说：“在美
国，每 10个人中有三至四人会手语，特别是服
务行业，手语普及度很高。聋人去外面用餐、购
物、就医等非常方便，基本是沟通无障碍。我们
希望，作为全国文明城市的郑州，也能早日达到
这样的水平。”

“相约手语岛”在这些公益组织的共同努力
下，保持着每周一次的活动，从未间断，除非天
气极为恶劣，基本是风雨无阻。在小小的岛上，
他们虽无声，却有力。

“这两天周末，我抓紧时间把衣服洗干净，
熨好就送过去。”

“家里有闲置的棉鞋，几乎没咋穿过，希望
别人能用得上。”

“什么时间组织活动，我也想带着孩子去现
场参加。”

…… ……

周末，晚报读者的爱心电话不断在“爱心联
盟”办公室和晚报热线室里响起，很多热心人纷
纷加入“暖冬爱心行动”。

本次公益活动由文化路“爱心联盟”与
晚报“送水哥爱心服务团”联合发起，筹集到
的物资将捐赠给那些站立在寒风中耐心等
活儿的外来务工者，或生活暂时陷入困境的

流浪者。
一起行动起来吧，让你的爱心为这个寒冷

的冬天播撒下一缕缕温暖的阳光……
“暖冬爱心行动”参与方式：1.拨打晚报热

线96678报名；2.拨打文化路“爱心联盟”爱心热
线56660002报名。

记者 常亮

万元现金的失主找到了

修鞋匠老余一颗悬了两
天的心终于落了地

不少网友赞扬老余：“老人真不
错，心眼实”

□记者 常亮 文/图

上周六，本报A04版《“郑”能量》报道
了修鞋匠余士甫在鞋子里捡到1万元现金
后苦等失主的感人故事，如今，这1万元现
金已经物归原主。

老余说，他一颗悬了近两天的心终于
落了地。

顾客来拿鞋，竟没想起万元现金的
事儿

“其实上周五天黑我收摊前，这名女士
就来取鞋了。但是，派出所民警需要对她的
身份和鞋子的特征进行核对，当时并没有把
钱归还给她。”说起这名失主来取鞋的事儿，
老余连连摇头，“当时，她只问我鞋子修好没
有，竟然把丢钱的事儿忘得一干二净。”

看到该女士已经做好了拿着鞋子就想
离开的架势，老余蒙了，经过简短思考后，
老余赶忙问了一句：“你好好想想，有没有
丢啥东西？”

女士愣了几秒钟，然后突然抬起手拍
了拍头部。“哎呀，看我把这事都忘了，鞋子
里还有1万块钱呢，谢谢，谢谢啊……”

老余已把1万元归还失主
随后，老余整理好鞋摊和工具，和

失主一起赶到了建设路派出所治安大
队二中队，找到了负责这件事儿的民警
窦昌坦。

“唉，都怪我记性不好。前段时间把钱
塞进了鞋子里，竟然把这件事儿忘了。真
是多亏了这名好心大叔……”坚持不愿意
透露姓名的女士不停向大家解释。

“你的鞋子有什么特征？里面具体
有多少钱？”民警窦昌坦对失主进行详细
询问记录后，让她留下了身份证信息和
电话号码，然后又开车带着老余回到他
摆修鞋摊的位置，向附近的商户了解相
关情况。

“1 万块钱已经还给失主了。”昨天下
午，再次电话联系上民警窦昌坦，他告诉记
者，当天晚上核对完失主信息后，就把钱归
还给了她。

老余的事迹感动了不少网友
老余在鞋子里捡到万元现金后苦等失

主的故事在本报刊发后，感动了不少市民
和网友。腾讯微博上，很多网友纷纷留言
表达对这名拾金不昧老人的敬佩和祝福。

网友“Lance-任一帆”: 这老人真不错
~ 心眼实~

网友“黄威”：这就是我们所缺少的……
网友“马津虎”：愈普通，愈感人，愈真

实。
网友“蝴蝶也善感”：好人一生平安！

在人民公园的一角，有个安静的“手语岛”

每周日都有爱心人士
在这里义务教手语

您若有感触，希望也到“手语岛”上看一看，学一学

11月18日上午，郑州阳光灿
烂，人民公园里早早就热闹起来，
唱歌的、跳舞的、唱戏的、打太极
拳的、打乒乓球的……各得其
乐。公园东门南侧，人工湖上有
个小岛，在一片喧哗中显得特别
安静。

上午 9 时，从四面八方赶来
的人们会聚在了这里，大部分是
年轻的面孔，他们到了岛上之后，
很快就围成几个小圈子，愉快地
交谈起来。不过，他们交谈的方
式很独特，很少说话，主要是用手
的动作来传情达意。小岛的一侧
竖立着一块写有“手语岛”的石
碑，说明了这些年轻人来到这里
的目的。

记者 张翼飞 文/图

临近中午，“手语岛”上大家交流得依然热
火朝天。不少市民被这种热烈的气氛吸引，纷
纷加入其中。

张女士跟着中原工学院手语协会的大学
生学习着“你好”、“你需要帮助吗”等简单的手
语，当手语老师教她姓氏“孙”时，做出孙悟空
的手形，让她忍俊不禁。

张女士说：“我平时是做销售的，每天要说
很多话，感觉特别累。我听说这里有个手语
岛，就想学些手语，有机会了多和聋人沟通。
他们是想说话不能说，而我是平时说得太多，
想换一种沟通方式，正好可以互补。”

头发花白的邵女士学习手语，比年轻人还
要充满激情。她每学习一个词语一句话，都反
复练习，动作舒展大方。她说自己是个文艺爱
好者，觉得年轻人做的这件事非常好，今后不仅
自己要来，还要带动更多老年人参与进来。

中原工学院手语协会的负责人杨娇娇说，
有一次坐公交车看到一个聋人想求助，但全车
厢都不懂他在表达什么，特别替他着急。所
以，他们就经常来“手语岛”，为普及手语作一
点贡献。

中州大学“爱心手语社”的同学们，都戴着
统一的胸牌，上面的一句话是他们的心声：关

心聋人从交流开始，用心交流从手语开始。记
者看到，有几个聋人大学生也在现场，他们和
这里的人用手语聊天，脸上写满欣慰。

快中午12点了，“手语岛”当日的活动要结
束了，从北大学城赶到这里的中州大学的大学
生们乘公交车要将近 1个小时，而从龙湖大学
城赶到这里的中原工学院的大学生们则需要
更长时间。

靳浩说：“希望市民们周日上午有时间的
话，都来‘手语岛’上看一看，学一学，帮助聋人
融入社会，也让自己多一项沟通本领。授人玫
瑰，手留余香。”

“手语岛”的前世今生与“相约手语岛”的由来

关心聋人从交流开始，用心交流从手语开始

一件棉衣 一床被褥 一双棉鞋

请读者积极加入“暖冬爱心行动”
拨打本报热线96678或“爱心联盟”热线56660002报名吧

邵女士等市民跟着大学生们兴致勃勃地学手语。

听到有人夸奖自己，老余不好意思地笑了。听到有人夸奖自己，老余不好意思地笑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