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腾飞，22 岁，是航海西路街道郑州金
泰制罐有限公司职工，他勤奋学习，热爱集
体，热爱本职，扎实工作，艰苦奋斗，吃苦耐
劳。不管在同事眼中，还是在朋友眼里，他都
是一个乐于助人、扶贫帮困、热心公益，尊老
爱幼、家庭和睦、勤俭持家，待人真诚、具有团
结友爱精神令人佩服的好青年。

在上大一时，他积极参加了中华骨髓库
捐献的报名，光荣地成为了一名志愿者。今
年4月17日，他接到了红十字会的电话，工作
人员通知他采集高配血样，经过造血干细胞
血样入库采集现场，初步配型成功，希望他能
配合来拯救生命垂危的天津老人。李腾飞
说，听到这个消息，感觉特别幸运与意外，入
库近两年就配型成功，能去救别人，他显得很
激动。

李腾飞说，如果他反悔，患者就没救
了。为了履行治病救人的职责，他没有和家
人商量就积极的开始了再一次的“血样采
集”,他希望通过自己的捐献，能挽救别人的
生命。所以他积极主动配合中国红十字会
郑州分会的安排，于今年 4 月 22 日、4 月 23
日在河南省人民医院完成了两次造血干细
胞捐献。

“希望越来越多的人积极去了解红十字
会，了解捐献造血干细胞的意义，并积极加入
到造血干细胞志愿捐献者的行列，让更多的
人受益。”李腾飞最后说。现在，李腾飞的事
迹，影响着更多的人，参与红十字会的公益活
动，加入到中华骨髓库的捐献行列。

郑州晚报记者 董占卿/文
通讯员 宋桂花/图

张含，出生在中原区棉纺路街道四棉西
社区，从小是个苦命人，4 岁那年，妈妈患上
严重精神病，因妈妈有病且在街上乱跑，在周
围小朋友面前，始终抬不起头。在家，她是被
遗忘的“小不点”，在外面，她像暴风雨摧残下
的小草，记忆中感受不到母爱的温暖，感受不
到家庭的温馨，造成了孩子不太爱跟人交流，
比较孤僻。

排斥目光让张含承受多重压力
初一时，应该是孩子在父母身边撒娇的

年龄，也是孩子身体成长发育需要营养的时
期，但父亲在外打工，早出晚归，母亲也不知
道打理孩子的生活，12 岁的张含既要上学，
又要照顾患病的母亲，还要忍受周围少数人
那排斥的目光，她强忍着精神上与学习上的
双重重压，又因营养严重缺乏，以至于数次昏
倒在课堂上。为了张含的未来，2008 年，她
被父亲送到许昌60多岁的姨奶家，在异地重
新开始她的初中生活。

异地生活让张含心灵绽放
据张含的爸爸讲，到了她姨奶家后，重新

上初中一年级的张含，慢慢适应了新的生活，
学习上更加刻苦，学习成绩快速提高，令任课
老师和周围同学刮目相看。亲人的鼓励、老

师的帮助和日渐优异的学习成绩，让张含的
性格也慢慢地发生了变化，脸上也写满了自
信。初三考高中时，张含也不负众望，以优异
成绩考入了许昌市二高的实验班，并且成绩
一直排在班级前十名，再一次得到了老师和
同学的认可。

贫寒家境让张含富有爱心
人穷志不短。出身家境贫寒的张含，

不仅学习成绩优秀，而且富有爱心和责任
心，以自己的行动激励着全班同学积极努
力学习，学习勤奋刻苦，学习目标明确，对
待每一个学科都十分认真，她是班干部，
是老师的好帮手。初当班长时，为了不让
大家失望，也证实自己的能力，张含将班
级每一件工作都做得细致入微，早出晚归
地忙碌着；她平时除了要负责班级大小事
务，还要抽空找同学谈心，解决大家面临
的学习上的难题和生活中的困惑，每天晚
上睡觉前体贴的她会及时提醒大家注意
天气变化等……滴水见太阳，细微见真
情。张含的这些微不足道的小事，使张含
个人魅力越来越强，在同学们眼中的她既
聪明还能干又体贴入微，是大家公认的好
朋友。

郑州晚报记者 董占卿 通讯员 冯建红

风雨飘摇中站起来的自强女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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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心公益、乐于助人的李腾飞

用真情和真诚感动着更多的人

在陇海路桐柏路附近的“舒来喜”和
“苏氏牛肉面”门口，几乎每天都可以看到
一位推着三轮车卖冰糖雪梨和酸梅汤的
老人，老人姓师。说起这位师老先生，他
老出名了。

路人是师老先生的常客
平时光顾附近两家餐馆的客人不少，

很多人都会在吃饭的时候选择买一杯。
师老先生的酸梅汤或冰糖雪梨，即使

居住在附近的居民和经常路过此地的人
也常常选择带一杯或几杯回去。由此可
见，师老先生小生意的火爆程度。

“我以前在商业大厦和纺织大世界那
摆摊卖，后来就来到这里，这一卖就是 19
年。”师老先生说，在郑州像他这样卖近20
年冰糖雪梨和酸梅汤的人估计只此一家。

坚持用良心做生意
“我做的汤，都是用原料自己熬制

的，没有添加任何化工产品。做生意要
有良心，要对顾客负责，不能为了利益坏
了良心。”师老先生说，他的酸梅汤都是
用从武汉运过来的乌梅果熬制的，冰糖
雪梨也是用雪梨熬的，里面除了放了一
些白糖，没有放任何如防腐剂、甜蜜素、
香精等类的调味品。“大家一喝就喝出
来，很天然的味道，我觉得这也是大家喜
欢喝的原因。”

“每次和朋友来吃饭，我们都会买一
杯，原汁原味的味道，汤里面有很多熬碎
的果肉。”市民李女士说。还有一些在“舒
来喜”和“苏氏牛肉面”吃饭的顾客则告诉
记者，他们来这里吃饭其实就是冲着师老
先生饮品来的。

“这么多年来，大家对我的肯定是我
的动力，我会一直坚持做好汤，做良心生
意。”师老先生说。

郑州晚报见习记者 刘涛
通讯员 曹红改 文/图

马昕，郑州警备区政治部干事，因其对母
亲无微不至的孝心，被评为我市“十大孝星”；
他独创的“和谐家庭孝心基金”出炉后，更是
成为街坊邻居津津乐道的谈资。

孝心不是夸夸其谈
如今，马昕的孝心故事还拍成了“微电

影”，群众演员则是自发前来取经的社区居民。
马昕所在的家庭是一个四世同堂的大家

庭。聊起家庭的孝心故事，马昕侃侃而谈。
马昕说，母亲今年已近 80 岁高龄，因年轻时
积劳成疾，如今身体大不如以前。为此，他带
母亲去医院就诊，不想，回家吃药成了“老大
难”，因为母亲不识字。为此，马昕动足了脑
子，最终，他的“孝心发明”应运而生：早上所
吃药物都标上“0”，中午的药物则标上“1”，晚
上的则标注“3”……

“孝心不是夸夸其谈，而是实实在在的细
节。”马昕说，为了让母亲尽快适应城市生活，
他和家人手把手教老人如何乘坐电梯；为了
让老人摆脱初来乍到的孤独，他把母亲认识
的老年朋友当作“父母”对待，只为母亲能有
聊得来的伴儿；为让母亲找到成就感，他还专
门给老人兑换新钱，让她回新蔡老家帮助孤

寡老人，让她把子女的爱心延续……

众人学习“家庭孝心基金”
“马老师家庭孝心基金如今成了香饽

饽，不少居民都纷纷取经。”人和社区书记樊
玲玲告诉记者，所谓“孝心基金”，就是老人
把子女给的红包等存入“基金账户”，老人可
以拿这些钱奖励表现突出的后辈儿，鼓励他
们做社会有用的人。还可以用孝心基金组
织家庭成员举办各种比赛，基金积累到一定
程度则组织全家出游。孝心基金还是家庭
重大变故或创业发展的储备资金。

郑州晚报见习记者 刘涛
通讯员 樊玲玲

孝心故事走上微电影

他卖的冰糖雪梨，大家都喜欢

冯湾村
爱心达人 人和社区孝心达人

四棉西社区坚强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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