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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区 LUOHE06 漯河

本报讯（记者 杨 光） 5月23
日，市民许先生来到漯河职业技
术学院，带着一面锦旗向体育教
师高千岭表示感谢。

5月15日上午，许先生在太行
山路与广场北路交叉口附近丢失
一个手包，里面除了 5000多元现
金，还有大量票据，以及身份
证、银行卡、手机、驾照等物品。

“本来想着这些东西找不回来
了，没想到被好心人捡到了，失
而复得。”许先生说。

高千岭说，当天早上 9点多，
他步行路过那个路口时，看到垃
圾桶边上有一个棕色男士手包，
看起来很新。

“当时我还用脚踢了踢，感觉
很重，就捡了起来。”高千岭告诉

记者，打开后，他发现里面有一
沓钱，还有银行卡、身份证和不
少票据，以及一部手机。

简单查看后，高千岭想用那
部手机联系失主，但手机上了
锁，无法打开，就先把包放在家
中，等候失主电话。

下午3点多，手机突然响了起
来，高千岭赶紧接听：正是失主
许先生打来的。随后，许先生到
漯河职业技术学院拿回了自己的
包。

“包里最重要的是这些票据，
如果找不回来，麻烦就大了。”许
先生告诉记者，他做建材生意。
早前丢手机、丢钱包没找回来，
没想到这次遇到了好心人，真是
万幸。

捡到现金手机 静候失主来电

□文/图 本报记者 朱 红

孙铁元 16岁，家在郾城区商
桥镇洼孙村，现在就读于郾城区龙
城镇二中八（5）班。

孙铁元非常不幸，母亲曹素霞
智障，父亲 4年前患脑溢血去世。
孙铁元的姥爷曹付岭，家住龙城镇
后黄村。如今，年迈的曹付岭承担
着照顾孙铁元的重担。

曹付岭告诉记者，孙铁元在上
小学三年级时，在没有征兆的情况
下突然摔倒，口吐白沫，四肢抽
搐，经医院诊断他患上了癫痫。当
时，他患有心脏病、肾炎等多种疾
病，实在无力给孙铁元做彻底的治
疗，只能进行保守治疗。此后，孙
铁元几乎两周就要发一次病。

“到了初中，外孙发病的次数
更多了，间隔也更短了，我们只好
让他离开校园。我和他姥姥，不忍
看到外孙辍学，更不忍看到家里唯
一的男孩倒下。”曹付岭说。

龙城镇二中教师杜志伟告诉记
者，他和其他老师一样在为孙铁元

揪心。经多方打听，他们了解到，
要想彻底治愈孙铁元的癫痫，需在
头部进行手术，一个手术下来费用
要 12万元左右。随后，在孙铁元
亲朋好友和学校的积极努力下，现
在已筹款近 5万元，但还差 7万元
左右。

“这 7万块钱就像一座大山压
在孙铁元的姥爷姥姥身上。孙铁元
才十几岁，真心希望有更多的人来
拉他一把。”杜志伟说。

如今，孙铁元在家里等待救
助。“我渴望上学，我渴望见到同
学们，跟他们一起上学读书。如果
我能治好病，一定会回报那些好心
人，回报社会。”孙铁元告诉记者。

5月23日中午，龙城镇二中组
织师生为孙铁元捐款。

杜志伟告诉记者，尽管大家都
不富裕，但人多力量大，绝大部分
老师已经是第二次捐款。当天，师
生一共捐了 4769元。再加上网上
捐款，共筹款18479元。

杜志伟说，手术费用还差近 5
万元。

初二男孩患癫痫需做手术

亲友师生 捐款相助

龙城镇二龙城镇二
中师生为孙铁中师生为孙铁
元捐款元捐款。。

□文/图 本报记者 于文博

在市区公安街，有一个四十多
平方米的修车店，常常顾客盈门。
店主叫潘军可，15 岁开始学习修
车，23岁开始创业。经过十几年的
努力，他的创业路越走越稳。

白手起家 从学徒到老板

5月 20日上午，在潘军可的修
车店，记者看到这个面积不算大的
修车店设备齐全，摆放着各种工具
和零件。潘军可蹲在门口，正在帮
一位顾客修理电动车。他穿着工作
服，手中拿着工具，深情专注，不
时和顾客沟通。店内椅子上，坐着
潘军可的父亲潘永安，老人趁空闲
时间，过来帮儿子看店。

潘军可37岁，既是儿子，又是
父亲。这家修车店，他几乎倾注了
全部精力。家中条件一般，潘军可
的创业路一路走来，从家中得到的
帮助十分有限，用他父亲的话说，

“这店里的一个螺丝钉，都是他自
己挣来的”。

从与潘军可的聊天中，记者了
解到，他 15岁时对修车起了兴趣，
就到一家修车店做学徒，跟着师傅
学。做学徒十分辛苦，夏天晒得皮
肤黝黑，冬天双手、双脚冻裂，张
着口子……日复一日，潘军可的双
手越来越粗糙，起了厚厚的茧子，
但他修车的动作越来越娴熟，修车
技术越来越好。

从学徒到师傅，潘军可在别人
的修车店工作了八年。2002年，潘
军可拿出所有积蓄，开了一家修车
店，踏出了创业第一步。

脚踏实地 不着急不抱怨

创业并非易事，方方面面都要
考虑到。一开始，潘军可就遇到了
难题：顾客少，每月挣的钱勉强够
支付房租、水电费。

“一开始，一天就来一两个
人，有时候一个人也没有，这种情
况挺让人心急的。我一开始也想到
开 店 不 容 易 ， 但 没 想 到 这 么 艰

难。”潘军可说，第一个月过去
了，他想着再坚持坚持：开店是他
多年的愿望，不愿意轻易放弃。坚
持了一段时间以后，大家慢慢知道
了他这个店，顾客也多了起来。慢
慢地，他的生意好了起来。就这
样，他坚持了一个月又一个月，直
至今天。

潘永安告诉记者，潘军可性子
倔强，硬气又直率，不管是做学徒
还是创业，他一路撑过来，从不在
他人面前流露一丝脆弱，也从不抱
怨。

“他这些年特别不容易，一开
始店里只有部分修理工具，有时候
修车还得借用别人的工具，现在店
里什么工具都有，这都是他自己一
点一点挣钱，一点一点添置起来
的。”潘永安说，现在，儿子的手
每年冬天还是会冻裂。作为父亲，
看到儿子如此辛苦，他特别心疼，
想要帮忙，但自己能力有限，儿子
也不愿意花他的钱，他和老伴只能
在得空的时候，帮儿子看店，做些
力所能及的小事。

全力以赴 为梦想为家人

在家人和朋友眼中，潘军可是
一个特别踏实的人，对于自己的责
任，有着明确的认识，也勇于承

担。虽然不善言辞，但他用行动表
达对家人的爱。看到家里缺什么，
他也不打招呼，直接买了送去。给
父母买东西也是，送给父母就走开
了，也不说一些很柔软的话。

“他很孝顺，虽然不善言辞，
但他做的事，我们都看在眼里。”
潘永安说，“作为儿子、丈夫和父
亲，他都是合格的。他撑起了这个
家，在我眼里，是个好样的。”

记者将父亲的话转述给潘军
可，他看起来有些不好意思。

“这不都是应该的吗？！我创业
是为了啥，除了自己喜欢，为的就
是他们，他们过得好就妥了。”潘
军可说。

记者离开的时候，潘军可又忙
碌起来了。创业路上，他一步一个
脚印，虽然步子不大，但走得踏
实。对于未来，潘军可还没有来得
及想。他说，最重要的，就是走好
现在的路，干好手头的活。

市民潘军可15岁开始学修车，23岁创业开修车店

“走好现在的路，干好手头的活”

□文/图 本报记者 陶小敏

5月22日，我市一群70多岁的
初中同学，时隔55年再次相聚。重
聚场景如何？记者带你去看看。

5月22日上午10点，70多岁的
李秀莲就急着让儿子送她去赴约：
几天前，55年没见的初中同学联系
她，约在市区牛行街一家酒店聚
一聚。中午 11 点，李秀莲到达饭
店，也见到了同样头发花白的楚同
学。同学相见，分外亲切，拥抱过
后，两人手拉手坐下来聊天。

临近中午，同学陆续赶到。一
到门口，先到的同学就上前迎接，
认清对方是哪一个、叫什么。

“你是丁爱梅吧？！”刚赶到的
熊月琴，面对热情的同学笑着说，
走在大街上怕是不敢认了，但仔细
看，面前这个老人的确是当时班上
年龄最小、可爱娇俏的丁爱梅，脸
上的黑痣还在那儿。

“ 毕 业 时 我 15 岁 ， 现 在 70
岁！”丁爱梅笑着说。

此次时隔55年的同学聚会，缘

于两名初中同学的碰面。两人也是
许久未见，畅谈后便想着把当年的
初中同学找来聚一聚。

5月 22日，共有 8名老同学到
场相聚。55年没见，大家有太多的
话要聊。“那时候正闹自然灾害，

生活困难，总是吃不饱，榆树皮、
生南瓜、麦秸秆我都吃过。”李秀
莲说。

70岁的丁明清说，他那时候一
天到晚都是红薯茶，想吃咸的了就
放点盐。

“喝上三碗红薯茶，才会吃一
小口红薯。”丁二雯说。

大家还聊印象深刻、没有到场
的同学，谁的生意做得大，班花去
哪儿了，瘦瘦的、书生气质的男同
学现在吃胖了……老人们聚在一起
聊起往昔，一个个神采飞扬。

“我之前上班做会计，现在退
休了发现比上班还忙。”“我也是，
主要照看我那两个外孙外孙女。”

“你们都没我跑的地方多，祖国各
地我都跑了个遍！”大家也聊现在
的生活。

“遇事要冷静，保持好心情，
身体是第一位的。”丁明清鼓励大
家看报纸、关注养生知识。

老人们聊得开心，一脸笑容。
离开时，他们互相留了电话，希望
下次有更多同学参加聚会。

时隔55年 初中同学再相聚

同学相见同学相见，，分外亲切分外亲切。。

潘 军 可潘 军 可
正在帮顾客正在帮顾客
修电动车修电动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