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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4月“身在病床，心系
学业——10 岁白血病儿童盼
各界人士献爱心”的报道在本
报刊登后，小鑫川的事件得到
了社会各界人士的关注。距离
上次报道已经过去了3个多月
的时间，昨日，小鑫川的妈妈冯
巧玲高兴地告诉记者，鑫川 7
月2日已经出院了，目前正在
家中静养。

据悉，小鑫川已于 7 月 2
日出院，在家休养。问及小
鑫川的康复情况，冯巧玲高
兴地说：“现在小川恢复得很
好，可以下床进行适量运动，
不过半个月后我们还要回医
院复查。想要完全康复，可
能需要 2~3 年的时间。但我
们有信心，再苦再难也要把
孩子治好！”

回到家里的小鑫川也非
常开心，对于帮助过他们的
好心人，冯巧玲说：“我能说
的只有感谢。谢谢捐款为孩
子治病的所有人。我这一辈
子都会把他们对我们的帮助
记在心里。”

获知小鑫川出院的消息，
新密义工会、新密“兄弟连户外
运动俱乐部”等帮助过他的人
都非常欣慰。刘医生验光配镜
中心的刘医生说：“张鑫川能康
复，是我们最大的心愿。”
新密播报 郑景文

在新密，酥肉是家家户户必备的食
物，无论是逢年过节还是寻常日子，不管
是招待贵客还是家常便饭，都能见到酥
肉的身影。新鲜肉嫩的猪肉裹上面糊，
经过高温油锅的洗礼，炸成一块块金黄
脆口的酥肉。但炸过的酥肉久置易干，
不利消化，在端上餐桌前便会再蒸制一
番。今天，我们舌尖上的新密将给大家分
享一家以“排骨酥肉”闻名的食店——新
密鸿雁赵坡酥肉。

高朋满座生意旺

记者来到鸿雁饭店溱水桥店时刚
过 11点。想着是周末，记者以为还不
到店里上人的时候，岂料进店后才发
现，一楼已经坐了五六桌客人。老板
娘孙阿姨告诉记者：“这还不算早的，
有人早上9点就过来了，昨天下午就有

两位老熟客打电话提前预订，说要带
到郑州去看病人，对方点名说要吃我
们的酥肉。”

鸿雁赵坡酥肉已有 30 余年的历
史了。之所以叫赵坡酥肉，是因为孙
阿姨当年是跟老公一起在新密赵坡开
始创业的。“那时店小，只放了 8 张小
桌子，其他客人来了没地方坐，就端着
碗在店门口的树荫下吃。”

30年，鸿雁赵坡酥肉从十几平方米
的小店干到现在两家分店，还能承接婚
宴，聊起这其中的秘诀，孙阿姨说：“我
只是坚持家常口味，坚持自己配料。”

选优质原料 做营养美味

赵坡酥肉还有一点跟别人不一样
的地方，那就是做排骨酥肉。平常人
家都是用里脊肉做原料，孙阿姨没有
跟风，而是选择肉排。

每日清晨，鲜肉厂都会将新宰的肉
排送到店里，后厨也开始了忙碌的一
天。肉排需要先腌制后才能下油锅。腌
制配料都是孙阿姨亲手调配的，“我只用
家常的作料，这样才能保持最原始的风
味。”

经过一小时左右的腌制，肉排已
充分吸收了调料的精华，这时便要下
油锅了。既然是要过油的食物，油的
质量便决定了出锅后的口感。鸿雁酥
肉所用的油每天都会更换，孙阿姨坚

信，只有新鲜干净，才能做出健康的美
味。

上笼蒸是鸿雁酥肉最重要的一道
工序，肉与骨头经过热油，两者的香味
已被激发。而在蒸锅这个密闭的空间
里，骨头继续经历高温，中间的骨髓油
融化，慢慢浸入肉中。一开锅盖，肉香
与骨香扑面而来。

现场品尝 唇齿留香

听完孙阿姨的介绍，记者的口水
已咽下四五次。恰巧这时服务员端上
了记者刚点的排骨酥肉。

金黄的酥肉点缀着些许香菜和葱
丝，醇厚的肉香争前恐后地飘入鼻中。
一口咬下，肉嫩汁浓。由于经过高温蒸
制，骨头里也渗入了不少肉汁，轻轻一
吸，骨头特有的香气混着肉油让人欲罢
不能。

邻桌的郑大哥一行四人还点了店
里的其他招牌菜——条子肉、肘子与
蒜菜。郑大哥告诉记者，他是店里的
老客了，十天半月就会带上朋友与家
人来这里。“这肉很新鲜，尽管是经过
油炸，但却没有那么油腻，我吃了 10
多年了，一直都是这个味儿。每次我
还会给我父母带回去一份，排骨里不
是有骨胶原什么的嘛，对他们身体也
好。”
新密播报 王颖 文/图

新密市平陌镇刘沟村三组靠山，家
家户户生活都非常困难，只能靠天收入
或者外出打工。

魏芸慧家里因为供有两个大学生，
更是异常困难。3间小瓦房，一个窑洞，
一个快要倾倒的小厨房就是全部。因为
魏芸慧和弟弟上学，家里已经欠下了数
万元的债务。

为了治病，亲戚朋友都借了个遍。
爸爸也去过他曾经工作的地方——山西
太原，找原来的同事朋友借钱，爸爸说:

“豁了命也要给闺女凑到医药费……”
刘沟村三组组长高娃在得知魏芸慧

的病情后，一个个给在外地打工的村民

打电话，组织大家捐款。三组戏迷协会
会长于学文不仅捐钱，还无偿奉献演出
活动。70 多岁瘫痪在床的杨三旺，家里
困难到 5 斤油吃 5 个月还 2 次捐款。魏
芸慧的爷爷今年已经83岁，知道孙女生
病后，天天念叨，做梦都想去看看她。但
家里的钱都拿去治病了，连路费也拿不
出，只能日日盼望。

目前，魏芸慧仍在荆门市第一人民
医院治疗，热心读者若愿意帮助这个新
密女孩，可把爱心款打到魏芸慧银行账
户，助她渡过难关。户名：魏芸慧。账
号：6222021809005447969。魏爸爸电
话：13140150581。

父老乡亲盼魏芸慧早日康复

起源：兴趣爱好获家人支持

冯志文，超化镇河西村人，今年 28
岁，现在在一家绘画班当老师。说起贴吧
上的墙体绘画，冯志文说：“这幅画是我在
4月开始绘的，一直到4月底才完成。”

冯志文说，他从小就喜欢画画，但正
式接触绘画是在高一时。“高中时，我学的
是素描。高考时，我的绘画专业课过了，但
文化课没过，所以也没上大学深造。”

冯志文的父亲冯少彬说：“孩子上初
中时，看到他画天女散花烟盒上的图案画
得很像，就发现他有绘画的天赋。学画
画是他喜欢做的事，我也支持。”

坚持：为追求在生活中“修炼”

冯志文说，为了绘画，他在生活中吃
了不少苦。“我教过小学生绘画，做过服务
生、业务员，还当过煤矿工。为了积累素
材，我去过北京、上海、内蒙古这些地方，
因为觉得艺术应该来源于生活。”

对绘画艺术的追求，让冯志文达到了
痴狂的地步，有时为了画一幅画，他甚至
忘记吃饭。他最开心的事就是在自己的
绘画艺术世界里，“因为在那里，我会享受
到创作带来的无穷无尽的乐趣。”

困苦：梦想被现实逼得“举步维艰”

然而，现实生活总是会打破理想的美
好。谈及绘画，今年5月刚和他结婚的爱
人少不了有怨言：“我知道他喜欢画画，我
也支持他。只是现在我们俩住在这个小
房间里，我也没工作，靠他一个月2000来
块钱的工资生活很难，我还是希望他能找
一个稳定的工作，毕竟我们要生活。”

采访结束时，冯志文告诉记者，现在
他也感觉到绘画最难的是没有好的环境
和经济来源。虽然难，但冯志文表示，“再
难也要坚持走下去”。

在此，记者希望有墙体绘画爱好者以
及想做室内墙体绘画的读者，或者有相关
公司或单位能帮助冯志文完成艺术梦想
的，都可以和本报联系。

近日，湖北荆楚理工学
院的美女大学生志愿者
魏芸慧患病住院的消息
引起了大家的关注。魏
芸慧，老家新密市平陌
镇刘沟村。7月 22日
上午，魏芸慧的叔叔魏
海永从新密市平陌镇刘
沟村三组辗转找到了本
报社，希望能帮助这个
面临困境的家庭。
新密播报 田俊娟

现年22岁的魏芸慧是湖北荆楚理工
学院经济管理学院的一名大三学生，今
年已经在湖北宜昌某单位实习，本来以
为一切都好起来了，无情的病魔却在6月
19 日到来，她被确诊为重症再生障碍性
贫血。芸慧父母因此急急地赶去了荆
门，因为没钱，他们在荆门市第一人民医

院选择了保守治疗，然而每天1万多元的
药费还是让他们直不起腰，去时向亲戚
朋友借的8万多元也早已花尽。

魏芸慧的事经荆门当地媒体报道后，社
会各界纷纷给予了这个不幸女孩无私的帮
助，已捐款近5万元。目前，魏芸慧的病情已
趋于稳定，但治疗费用仍存在巨大缺口。

新密女孩荆门患病引关注

■舌尖上的新密

赵坡酥肉:30年不变的经典口味

娃娃跳
好玩好危险

暑期到啦，一种名为“娃娃跳”的儿童
玩具迅速“俘获”了所有小朋友们的心。
广场、家属院到处可见孩子们蹦蹦跳跳的
身影。家长在为孩子购买和指导孩子玩
耍的过程中该注意什么呢？

记者走访了几家店铺，“娃娃跳”分单杆
和双杆，单杆适合三四岁小朋友玩耍，双杆适
合 5~10 岁的小朋友玩耍。单杆价格在
60~169元不等，双杆价格区间在120~239
元。家长在选择的时候，应该注意手柄的耐
磨性及防滑性，以安全作为选择第一要素。

“娃娃跳”是一种由弹簧操控的变形、曲
形弹跳器，能锻炼小朋友的协调能力，并让
孩子身体健康、头脑敏捷。但家长在带领
小朋友玩耍的过程中，要教会孩子正确跳
的姿势并保护好他的头和膝盖。这两个地
方最容易被碰伤，禁止在玩耍过程中与朋友
撞击、对碰。 新密播报 田俊娟

■求帮助

千里马有，伯乐何在？
新密80后小伙儿，墙体绘画“待人赏”

新密贴吧里一个关于墙体绘画艺术照
片的帖子引起了广大网友的讨论和热
议，大家都为绘画艺术的精美而赞叹。
随后，记者联系到该墙体绘画艺术的作
者冯志文，并到他家里观看了他的墙体
绘画。新密播报 姜立强 文/图

生病前后的魏芸慧判若两人（家人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