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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收小嘉嘉的幼儿园叫
创新高等幼儿园。

“嘉嘉基础不好，但非常
聪明，学得很快。”园长张女
士告诉郑州晚报记者。

幼儿园薛老师最担心的
是嘉嘉入园后能不能和孩子
们玩到一块儿，但很快她的
顾虑打消了，“嘉嘉的性格非
常开朗，说话虽然不多，但很
愿意跟孩子们一起玩”。

在 幼 儿 园 二 楼 的 教 室
里，嘉嘉正和孩子们围着桌
子写字，旁边的女孩还不时
给她“指导”。嘉嘉的作业本
上，写着自己的名字和满满
一页的汉字“一、二、三”。

看到记者，嘉嘉展示了
新发的蓝色书包和崭新的
书本，她说，她很喜欢这些
书。“ 这 是 老 师 发 给 我 的 ，
没有让俺妈掏钱。”她吐了
吐舌头，扮了个鬼脸。

薛老师说，嘉嘉还不会正
确握笔，已经会写自己的名字
和汉字“一、二、三”，对于一个
没有任何基础的孩子，这样的
进度已经非常快了。

“幼儿园教育对孩子非
常重要，包括生活习惯和学
习习惯，目前嘉嘉还不太适
应学习，有点坐不住，我们
会慢慢培养她。”园长张女
士说。

昨日上午，北岗村和柿
园村所属的西流湖办事处相
关负责人、中原区团委相关
负责人计划提供力所能及的
帮助。

新浪@微公益为小嘉嘉
举行的募捐活动正在继续，
他们的目标是3万元，资助孩
子上两年幼儿园，到昨晚 7
点，募集善款近1.6万元。

家住中原中路 123 号院
8 号 楼 的 孙 晓 先 生 给 郑 州
晚报来电，要给嘉嘉送书，

“我孩子刚好也 5 岁，我要
带着我孩子去看望嘉嘉，我
要让我的孩子和她成为好
朋友”。

嘉嘉的作业本上写满了“一、二、三”

幸福像花儿一样
嘉嘉背上书包，妈妈把她送到幼儿园门口
第一天上学，她在作业本上写满“一、二、三”
看到这张灿烂的笑脸
我们和热心读者一样，快乐无比

■“校门口的守望”追踪

昨天早上8点，嘉嘉背上
书包，妈妈把她送到幼儿
园门口。
上学第一天，嘉嘉在作业
本上写上自己的名字，还
写了满满一页的汉字“一、
二、三”。
郑州晚报首席记者 徐富盈
实习生 赵龙翱 文/图

“

” 等这里拆完
她就要另找地方

到中午12点，记者再见到马
女士时，她正把废品装车，准备
拉到废品收购站，她的身后，几
辆铲车正在加紧作业——这里，
大部分的房屋已经拆完。等这
里拆完，她就要另找地方。

记者递给她一份《郑州晚
报》，看到女儿仰着脸开心欢笑
的照片，她很开心：“俺一个农村
妇女，以前看报纸也是看别人扔
的。怎么也想不到，自己女儿的
样子能上报纸。”

她放下手里的木棍，嚅嚅地
说着：“要是她姥姥、姥爷能看
到，一定可高兴。”

问她儿子在哪里，她指了指
一栋即将拆除的楼门洞。

门洞内地上铺的凉席上，
两岁的孩子睡着了，门洞口用
木箱和旧沙发挡着，这些东西
都是马女士拾来的。她要拾废
品，没法照顾孩子休息，担心野
狗啥的骚扰孩子，没办法，把门
洞挡起来。

“妞儿上学后，儿子就更没
人照看了，他不睡时，跟着我，睡
时，就这样吧，没其他办法。”

“现在虽然很难，但是看到
女儿能上学俺就可高兴，有这么
好心人帮助，真的很感谢他们。”
马女士说。

像嘉嘉一样的孩子还有吗？

“好多人给我打电话，手
机都快没电了。”昨日上午 9
点多，嘉嘉的母亲马女士说，
从前天上午开始，不断有热心
人给她打电话，有人希望给嘉
嘉捐点钱，也有人想给马女士
提供新的收入较高的工作。

马女士带着两岁的儿子，
正要对记者说说情况，她的手
机又响了。马女士用淮阳话
说着什么，对方听不大清楚，
说了几次，对方才听清楚。原
来，大学路一家公司的老总看

到郑州晚报的报道后，想让她
去当保洁员。

“俺住在这里，离不开，现
在嘉嘉还需要接送，离家太远
不太方便。”马女士满脸歉意，
谢绝了那位热心人的帮助。

早上，她还接到外地一家
幼儿园园长的电话，具体哪个城
市，她记不清了。对方希望马女
士全家都去他的幼儿园，不但嘉
嘉免费在那里上学，还可以让她
两岁的儿子也去，让马女士在幼
儿园里工作。

“在这里生活习惯了，孩
子她爸在附近工地上也干习
惯了，不想离开。”马女士背着
两岁儿子到附近的拆迁工地
上拾废品。地上，到处是木
棍、破沙发。她把木棍拾到一
侧，再把旧沙发拆开，分成两
类捆起来，“不好的木头卖给
饭店，好一些的卖给木料加工
厂”。

偶尔，她在砖块堆里找出
一块生锈的铁棍，高兴坏了，

“4斤多！能卖一块多钱”。

妈妈的电话都快被打得没电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