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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在新郑市一过渡房内，小屋
桌子上放着一碗青菜与稀饭，记者来
时刘梦晓正在看书还没有顾上吃早
饭。“高考前几天，因为脖子后方神经
纤维瘤突然复发，那一段时间整个头
部都是刺痛、麻木的感觉。想着已经
拼搏学习了十几年，于是就忍着疼痛
复习，做好高考前的准备工作。痛时
就咬着牙忍一忍，麻木时就用手活动
揉一下。平时我的语文、英语、数学单
科成绩在班里都是前几名，本来想着
这次高考会取得优异成绩，谁知考试
数学那一场因头痛没有做完，影响了
整个成绩……”刘梦晓神情沮丧地告
诉记者。

由于刘梦晓遗传了父亲的疾病，
从 11岁查出患上了神经性纤维瘤，至
今已经做过数次大的手术，每次手术
开刀最少要数个部位。作为花季少年
的刘梦晓经历了常人难以忍受的病痛
摧残，本来应该属于她的幸福笑容却
被无情的疾病所掩盖。“我知道孩子在
高考前突然病情加重，她是一个不服
‘输’的孩子。想着让她放弃高考，可
是孩子不同意。成绩出来后还是接近

了一本线，没有想到孩子还是被洛阳
师范学院录取了。孩子在前期做伽马
刀手术，造成左耳失去听觉，右耳听力
只有三米，高考结束后这是做的第四
次手术。”刘梦晓的妈妈刘宗巧说着把
女儿的头发搂了起来。

刘梦晓的头顶、脖子、胳膊、大腿、
脊椎等处留下了数处手术缝合的痕迹，
最长的一道痕迹在脖子脊椎中间有十
几厘米长。左胳膊曲肘内还有一个三
四厘米大小的“瘤子”高高隆起，刘宗巧
痛心地说：“医生说这个不能切除，瘤子
包住了神经线，不然的话孩子的左胳膊
将失去知觉。”

刘宗巧突然低下头声泪俱下地哭
着说：“这次手术有的地方还不能打
麻药，孩子从来没有掉过一滴眼泪。
孩子说，妈妈我是你的精神支柱，我
不能哭……”坐在一旁的刘梦晓看到
妈妈伤心的样子强忍着“微笑”扭过
头去。“我不敢当着女儿的面哭，因为
我不想再给女儿带来心理压力，每一
次看到病床上缠满纱布，扎满针的女
儿，我都要偷偷地躲在没人的地方痛
哭一场。”

本报讯 9月11日，新郑市民赵女士来
到新华路街道办事处便民服务中心咨询社
保事项时,发现一台类似自动取款机模样
的机器摆放于服务中心大厅，就在赵女士
面对机器“好奇”时，服务中心工作人员来
到她的面前，“这是近日新郑市实施的一项
便民服务措施，可以在这台政务服务自助
终端设备上查询我们生活中密切相关的政
务，比如社保、医保、公积金等15个部门的
信息查询和打印事项。”

“因为工作需要，今天我就是来咨询社保
事项的。”在工作人员的协助下，赵女士把身
份证放入感应区，这时屏幕上弹出人脸识别

系统，赵女士对着识别区一眨眼的工夫，屏幕
进入郑州市政务服务自助终端主页面，上边
分别显示热门服务、一件事专区、热门办事、
自助打印、自助查询、自助缴费六大版块。

工作人员告诉赵女士社保查询可以点
击一件事专区，这时赵女士点开一件事专
区页面，只见页面又分别显示公积金、青年
人才、居住证、社保卡、人事查询、社保、医
保等 15个部门业务。不到 3分钟的时间，
赵女士就顺利查询并打印出带有红色印章
的河南省社会保险个人权益记录单。“真的
没有想到这么快就查询打印出来了，真的
是太方便了，省去了我再去行政服务大厅

的时间，这一来一回最少节省两个小时。”
赵女士激动地说。

据新郑市政务服务和大数据管理局工
作人员介绍，为了让自助服务延伸到市民
和群众“家门口”，确保政务服务实现“就近
办”“立即办”，让大家办事更加省时、省力、
省心，近日，新郑市在全市 16个乡镇 (街
道）、管委会放置30台政务自助一体机，率
先实现了政务自助终端机在乡级全覆盖。

据了解，可以在该政务服务自助终端
机上办理202项事项，其中一件事专区124
项，与市民生活密切相关的机动车驾驶证
申请表、机动车注册转移注销、机动车抵押

登记、房屋交易税务征缴等常用信息表格
都可以在自助终端机上打印，涉及公民个
人高频事项49项，查询预约类29项。

接下来，新郑市政务服务和大数据管
理局将紧紧围绕群众办事需求，梳理配置
更多的便民事项，进一步强大自助机服务
功能。同时不断增加自助终端机数量、提
高服务密度，年底前启动第二批自助终端
向社区（村）的延伸，打造老百姓“家门口”
的便民服务点，实现政务服务全覆盖无盲
区，居民不出家门口即可办事，打通服务群
众“最后一公里”。
记者 杨宜锦 通讯员 王建伟

新郑市政务服务自助终端机
实现乡级全覆盖

本报讯 近日，记者从新郑市公立人民
医院了解到，自今年9月1日至2021年8月
31日，新郑市慈善总会联合市公立人民医
院开展“精准扶贫 健康新郑”慈善救助活
动，凡新郑籍低保、低收入、建档立卡贫困

户和其他困难家庭中的乳腺癌或宫颈癌
患者、尿毒症患者、心脏病患者（因冠心
病、心绞痛住院期间行冠脉支架植入术
的），在新郑市公立人民医院住院治疗后，
医疗费用经社保、民政等报销之后个人承

担费用由双方项目资金予以救助，救助最
高限额每人1万元，每人每年限救助一次。

符合条件的患者可凭本人（监护人）第
二代身份证、证明亲属关系的户口本原件
及其复印件；医疗机构诊断证明原件及复

印件；低保证（或低收入证、贫困证明）原件
及复印件；救助对象住院证明、病历、收据
票据等材料到新郑市公立人民医院办理。
记者 杨宜锦
新郑融媒记者 逸枫 富民

新郑市开展“精准扶贫 健康新郑”慈善救助活动

新郑困难家庭患者可享1万元救助

新郑身患重疾高考学子刘梦晓
做妈妈的精神支柱 抗击病魔不低头

新郑市红十字会、仁爱助学协会爱心资助

记者日前在新郑市红十字会举办的“益路有爱”公益助学金发放
仪式中，见到了一名非常瘦小、柔弱的学生，身体多处有做过手术的
痕迹。据了解，她叫刘梦晓，参加了2020年度高考，被洛阳师范学
院电子计算机系录取。她是姐弟三人中的老大，妹妹弟弟正在读高
中和小学，并且成绩非常优秀，全家依靠母亲一人打零工维持生计。
记者 杨宜锦 通讯员 王建伟 文/图

两次不幸的婚姻，刘宗巧的丈夫因疾
病和意外事件死亡，留下3个正在读书上学
的孩子。因长年为刘梦晓治疗家里花光了
所有积蓄，造成家境困难影响了3个孩子正
常学业。

“本来分了房子，儿子要转到其他学校
上学，可是听说中午吃饭要10元钱，孩子说
什么非要留在原校上学。考虑到孩子的感
受接受了他的意见，我还选择在原地打工，
将来孩子和我可以住在打工的地方。”刘宗
巧神情愧疚地告诉记者，同时也害怕转学
影响了儿子的成绩。

此时，刘宗巧抱出一本厚厚的奖状，她把
3个孩子的奖状分开保存在文件夹中，“这是
梦晓在高中阶段获得的奖状和荣誉证书，在
2019年参加了全国中学生‘奔流杯’有奖作文
大赛中荣誉二等奖。这一张是高二时获得学
年‘三爱三比’评比活动中，被评为‘三爱’标
兵……”刘宗巧掏出奖状让记者看，“这一张
是儿子佳鑫小学三年级获得第一名成绩发
的，记得当时还特意请假一会儿，作为家长委

员会代表参加了表彰会。”这时记者第一次看
到了刘宗巧露出了微笑的表情。

与记者同去的还有新郑市仁爱助学协
会爱心志愿者赵晓丽，她说：“4年前，协会
收到姐弟三人的资助申请，爱心志愿者及
时进行家访并了解实际情况。同时被姐弟
三人在艰苦条件下的刻苦学习精神所感
染，协会当即决定把他们作为长期关注对
象。几年来发放了数万元的助学款项和爱
心生活物资。”刘宗巧拉着赵晓丽亲切地
说，幸亏有了仁爱助学和爱心企业的资助，
才保障了刘梦晓姐弟三人的正常学习。

采访结束时，刘梦晓“吃力”地站起来微
笑着欢送大家。这时，刘梦晓的爷爷和姑姑
们走进屋中，他们把厚厚的红包递到刘梦晓
的手中，一次次叮嘱她在以后的学习和生活
中，在保证身体健康前提下努力学习，做个
有益于社会的栋梁。此时，小屋内的亲情、
感情、奉献精神浓浓地交融在了一起，这一
份份人间真情与大爱，时时刻刻在郑韩大
地谱写着无私奉献的新时代篇章。

全家陷入困境，爱心人士伸出援手

自强不息，但高考数学时因发病半途而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