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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2006 年起,新郑市邮政局开始为拜
祖的游客提供明信片寄递、免费加盖纪念
章戳等服务。黄帝故里拜祖大典纪念封、黄
帝邮票纪念册等专题邮品，成了留住拜祖记
忆、互赠亲友的特别礼物。

图为收藏爱好者在黄帝故里邮政服务
柜台前加盖拜祖大典纪念戳记。
郑州晚报记者 鲁慧 通讯员 李平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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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行绿城”之“净化生命”
——尿毒症患者透析慈善救助项目

救助对象：郑州市户籍并持有低保证、低收入证或三级
贫困证明家庭中的尿毒症患者。

救助内容：郑州市家庭贫困的尿毒症患者由河南省第
一慈善医院（市三院）实施救治。每人每次透析救助 50
元。全年最高限额5000元。

咨询申请电话：68665328。

求医20年，她负债累累，身心俱疲
“净化生命”慈善救助给她带来希望

在河南省第一慈善医院（市三院）的一间病房
里：一位面色苍白的病人正静静地躺在那里，旁边
是一个破旧的轮椅，桌子上有一罐咸菜和两个发干
的馒头……昨日，记者同慈善周周行一行人一起看
望了这位遭受病痛折磨的尿毒症患者。

今年59岁的郑州下岗职工高俊英，30多岁患上了
糖尿病。2008年又不幸罹患尿毒症，5年来，高额的透
析费已压得他们喘不过气，高俊英80岁的老母亲每天
上街拾废品…… 郑州晚报记者 裴蕾 实习生 王治

通讯员 宋海霞 文/图

去年，郑州慈善总会和省第一慈善医院（郑州市三院）
开展了“善行绿城”之“净化生命”——尿毒症患者透析慈
善救助项目。高俊英符合条件，在医院帮助下申请参加了
该项目。

“慈善给了我很大的帮助，让我看到了希望。每次透
析慈善能给我补助 50元，真是给我解决了大难题。而且
一年享受透析补助100次，这样我也能保证每个月正常的

透析次数，病情才能稳定。”说起慈善项目，高俊英充满了
感激。

郑州市三院副院长陈航介绍，该院作为全省第一慈善
医院，开展慈善医疗救助已有 6年了。“净化生命”——尿
毒症患者透析慈善救助项目开展两年来，已救助包括高俊
英在内的近百例贫困患者。去年，中华慈善总会和省慈善
总会还专门来调研过该项目，给予了高度评价。

“我30多岁被诊断出患有糖尿病，开始吃药、治疗，但
因为贫困，一直没有进行系统性的治疗，导致病情越来越
恶化，现在我的右脚已被完全腐蚀了。”躺在病床上的高俊
英指着没有脚的右腿对记者说。

59 岁的高俊英和老伴儿都已退休，他们有一个女

儿。自从 30 多岁被诊断出糖尿病后，高俊英就踏上了
漫漫求医路。

“我前后进行了10次手术，后来由糖尿病引起了尿毒
症，从2008年开始透析治疗，已经5年了……多年的治疗，我
早已疲惫不堪。”高俊英指着身上因为手术留下的疤痕说。

求医20年，她身心俱疲

“为了凑治疗费，亲戚、朋友、同学能借的都借了。”高俊
英一边抹眼泪一边无奈地说，医院建议她一星期进行三次透
析治疗，每次透析大概要500元，对他们家来说，这是个天文
数字。她只好“偷工减料”尽量减少透析治疗次数。现在，她
80多岁的老母亲为了凑治疗费用，每天都去捡拾废品。

为了省钱治病，高俊英说，甚至连春节都没吃上肉，住

院期间，每天早上老伴儿出去时就在床头给她放两个馒
头。每天就着咸菜吃两个馒头，然后喝点水，就成了她一
天的伙食。

“我的女儿上完初中后只能上职专，孩子有时候一天
要打好几份工，都是为了给我治病。”高秀英觉得自己拖累
了家庭、女儿。

负债累累，老母亲拾废品凑医疗费

“净化生命”慈善项目给她带来希望

癸巳年黄帝故里拜祖大
典纪念封新郑发售

严在当严处，爱在细微中

学校公认的最严厉老师
用爱“镇住”最难管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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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寻找 最美劳动者 郑州市科技工业学校舞蹈老师 张巧英

她是科技工业学校公认的最严厉的老师，却能让所有学生都甘心被管束；入校近10年，她成了孩子们心目中的“英
妈妈”；历届学生以别样的方式为她庆生，成了沿袭至今的传统。

她就是郑州市科技工业学校美丽的舞蹈老师，张巧英。 郑州晚报见习记者 蔺洋 文/图

她用爱和宽容感化
了“小霸王”学生

“别的老师遇到管不住的孩子都
会来找我，说只有我才能镇住他
们”。其实，“爱”才是她的法宝。

张苗曾经是张巧英的学生。“刚
入学时就像个小霸王，他自己说，初
中班主任不敢不让他当班长，军训时
经常把教官搞得没脾气，不许其他同
学跟他剪一样的发型……”

2009年最冷那段时间，有一次，
张苗没有请假，一夜未回宿舍，“我非
常生气，早上不到7点就跑到张寨找
他，一推开门却看到他正打着吊瓶，
气一下子就消了，本想陪着他，他却
一直让我走”。

事后张巧英才得知，张苗那天是
因为害怕挨训装病。“他说，虽然是装
病，但如果那天我一进门就把吊针给
拔了，他会恨我一辈子，可那天他却
被我感动了，后来还处处维护我，不
许同学说我坏话。”说到这儿，张巧英
不禁笑了。

“严在当严处，爱在细微中。”张巧英
说，令她欣慰的是，近 10 年来，她的点滴
付出学生都记在心里。

“阳历生日我本来不过的，不知什么
时候，2004届的学生看了我的身份证，就
在那天兑钱给我买了饮料，用黑塑料袋装
着放在门卫室，还告诉我说有炸弹……”
说起这些，张巧英又笑了。

“后来，在这一天给我过生日被一届
一届传了下来。”就连毕业在外地的学生

都会赶回学校看望张巧英。礼物也是各
式各样：写着“生日快乐”的鸡蛋、擦得锃
亮的电动车、学生自编歌词集体唱给张巧
英的歌……

“我从小练芭蕾，古典舞一直找不到感
觉，张老师就陪我练舞，给我抠动作，经常
到晚上10点宿舍熄灯，她才骑车回家……
张老师虽然对我们要求严格，可我们就喜
欢跟着她，她是老师，也是我们永远的妈
妈。”张巧英所带毕业班的学生苏静说。

“张老师虽然对我们严格，可我们就是喜欢她”

身材娇小的
张巧英很难让人将
她与严厉画等号

特殊教育学校力争5年
内标准化

省教育厅昨日出台《河南省特殊教育
学校标准化建设标准》，当前办学校条件未
达标的特教学校争取5年内全部达标。

按照要求，特殊教育学校要建在基础
设施、公共设施较完善、交通利于学生出
行、地势较高、平坦开阔的地段；远离噪声
和空气等污染源，避开较大的市场、工矿企
业和娱乐场所。保证校内道路平整通畅，
无障碍基础设施齐全，各类标志醒目，有完
备的安全防护设施。在师资上，学校要按
师生比 1∶3配齐专任教师，按需配足教辅
人员，如康复、医护、心理辅导、保育、炊事、
保安等人员。

此外，聋校须配听力检测设备、语言训练
设备等，盲校须配视功能检测设备、放大和助
视设备等。学校还要有充足的图书、音像资
料，盲校盲文、视听及低视力阅览室应配盲文
图书、资料等。 郑州晚报记者 张竞昳

病中的高俊英正在医院接受治疗病中的高俊英正在医院接受治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