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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采访现场，记者看到新郑市公益组
织仁爱助学爱心志愿者正在家访，他们为
小琦一家送来了过冬衣物和米、油、面等
生活物资。这时，一邻居拿着一件衣服
走了进来：“孩子的衣服掉到我们家了，
我给你们送过来。”说完话，他扭头就走
出了房间。马海霞说，邻居是见家里有
人，不好意思说是送给我们的，只有说
“掉”在他们家里了。马海霞指着身上的

衣服说：“我们全家人的衣服都是亲朋和
好心邻居送的。这些年，家里所有的积
蓄都为小琦的爸爸看病了。”刚刚做完股
骨置换手术的王占平，脸上浮现出对家庭
的愧疚感。

在马海霞的带领下，记者来到了李
巧凤家。年近 60岁的李巧凤身板硬朗，
说话声音洪亮。“咱也没有啥想法，占平
侄儿（村中对晚辈的叫法）活动不方便，

占平家属还要出去干活儿养活一家
人。接送小琦的时间也不会那么凑巧，
我就告诉他们，你们不用管了，反正我
每周也要到学校接送孙子小青，顺便就
可以接一下小琦。”李巧凤笑着对记者
说，“我接孙子也要跑一趟，他们可以腾
出时间多卖个 10块、8块的，减轻些家
里的负担。”原来，小琦与小青是小时的
玩伴儿，一起长大并在同年级学习。

新郑新区赵庄社区
开展“慧心巧手环保编织”
主题活动

本报讯 近日，新郑新区赵庄社
区慧心巧手编织社组织社区手工爱
好者在社区公益坊开展以“慧心巧
手环保编织”为主题的活动。活动
邀请了春天社工敬燚燃老师现场教
授各种编织品的编织手法，共 20余
名手工编织爱好者、社区巾帼志愿
者参与。

老师现场为手工爱好者讲解了各
种编织打结的手法，志愿者协助老师
对居民进行面对面的辅导，老师与居
民之间相互沟通、交流编织技巧。编
织手法学会以后还可以把家里不用的
废旧毛线给利用起来，变废为宝。

现场气氛活跃、趣味十足，既提
升了辖区广大妇女对手工编织的兴
趣，也增进了居民间交流，增强了社
区凝聚力。
记者 杨宜锦 通讯员 逯洋萍 文/图

本报讯“谢谢、谢谢，真是谢谢你们
了，这次回家带的东西有点多，真是不方
便，幸亏有你们，帮我们减轻负担。”“没事
儿，这是我们应该做的。”这是新郑汽车站
候车厅里的一段对话。

来自开封的黄先生夫妇俩在新郑打工
多年，这次回老家照顾年事已高的母亲，大
包小包扛得很是吃力，刚一进站就遇到了
汽车站志愿者,接过他们的行李，帮助他们

进站、送茶水……贴心的服务令黄先生夫
妇感动不已。

在大厅售票处，志愿者看到一对老夫
妻买到票后在大厅徘徊，就主动前去询
问，原来这对老夫妻不认识字，不知道该
如何乘车。志愿者核对他们的票务信息
后，指引他们过安检，并热心地向他们讲
解：如果不认识字，就看车站公共场合的
图形标志、人物图像以及箭头所指方向

等，一番演示过后，这对老夫妻连连表示
感谢。

这样的画面在汽车站屡见不鲜。为
更好地为旅客提供服务，汽车站常态化地
开展志愿服务活动，为候车旅客提供引导
咨询、搬运行李等服务，进一步促进“奉
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精神深入人
心，传递社会正能量。

汽车站作为城市对外窗口，时刻展现

着新郑的文明形象，提高汽车站的服务质
量必须依靠实际行动，新郑汽车站正是用
实际行动践行着“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的宗旨，不断提升整体形象和服务水平，
竭诚为广大旅客提供安全、快捷、舒适的
优质客运服务，极大地提高了旅客的满意
度、幸福感。
记者 杨宜锦
通讯员 刘丽丽

本报讯 在我国源远流长的文化长河
中,古诗就如一株暗香浮动的艺术奇葩,摇
曳生姿。而小学语文教材中那些语言清
新、情趣盎然的古诗也是中国古代文化的
宝贵遗产,是挖之不尽的宝藏。古诗的语
言凝练,可以培养语感；古诗的意境深远,
可以丰富想象。那么,在小学古诗教学中,
如何让学生真正走进古诗，新郑市城关乡
东郭寺完全小学以诗为韵、以词为骨，开
创、谱写出了别样的教学模式。

近日，记者走进城关乡东郭寺完全小
学，一进校园就听到“东郭寺小学古诗韵
律操现在开始”的广播声。

韵律操的音乐由32首古诗词组成，由
学校老师录制，操场上学生们一边做操一

边跟着背诵，动作随着音乐的韵律变化
着，在音乐声中，32首古诗词被同学们牢
牢记住，诗词文化也融进他们的心里。

据了解，城关乡东郭寺完全小学从
2011年开始走上了一条特色办学之路，
随着“诗词进校园”活动的不断深入，学
校通过开展晨之诵、课之融等一系列特
色教育教学活动，将诗词教学融入平时
的常规教学活动中，并利用空当时间进
行诗歌的交流与创作，学生作品多次被
选入《小学生白居易读本》。学校先后成
立了“国学经典伴我成长”“走进白居易”
两大特色社团，全面开启了以诗词为媒
介的教育模式。
记者 杨宜锦 通讯员 泽华 豪杰 文/图

新郑汽车站贴心服务，展现新郑文明形象

让旅客把温暖与行囊带回家

城关乡东郭寺完全小学: 以诗为韵、以词为骨

古诗教学，这所学校开创别样教学模式

“我只想着娃能平平安安上学、平平安安回家”

村民李巧凤风雨无阻接送邻居家困境学子3年
新郑市新村镇王庄村的王占平，于2014年突患双侧股骨头坏死，正值

壮年的他失去了基本的劳动能力。王占平自患病以来，一直在爱人马海霞
的陪同下四处求医问药，家中尚有两个读书的孩子。“后排的邻居李巧凤知
道我们家的情况比较特殊，从小琦升入初中，3年间都是她风雨无阻接送
小琦上下学，我们全家人都非常感激，一提起这个事情心里总是暖暖的。”
12月9日，马海霞激动地向记者讲述街坊邻居和社会各界对他们一家人
的关爱和帮扶。记者 杨宜锦 通讯员 王建伟 文/图

王庄离小琦寄读的学校有七八里
远，李巧凤每周周五下午接，周日下午再
把他们两个送到学校。“我啥想法也没
有，只想着两个娃能平平安安地上学、平
平安安地回来。”李巧凤用简练、朴实的语
言告诉记者。

对于李巧凤“轻描淡写”地描述接送
事情，马海霞深深地记在心中：“有一次，
小青的爸爸把小青接回来了，巧凤婶儿骑

着三轮车又赶到学校，把小琦带回来了。
别人的滴水之恩，我非常感动，时刻都在
教导两个孩子，将来学业有成时，一定要
回报这些帮助过我们的人。”从马海霞口
中得知，李巧凤不仅接送小琦上下学，而
且在她出摊儿卖麻辣串时，只要缺少什
么物品，李巧凤放下手中的活计就会骑
着三轮车为她送。“谁家会没有个事儿？
我闲着没事儿帮下忙，根本不算什么。”当

听到李巧凤说的这句话，马海霞感动得流
下了眼泪。

临近中午，李巧凤要赶到几里外的
小学接孙子和孙女放学，并告诉马海霞，
“你赶紧出摊儿吧，我顺便也把小洋（小
琦弟弟）接回来。”说话间，李巧凤骑着三
轮车顶着寒风走出了家门，驶向了村
外。记者望着她远去的身影，一股暖流
涌入心间。

“接孙子的同时顺便就一起接了”

“谁家会没有个事儿？这根本不算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