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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区 LUOHE06 漯河

姐姐宋玉莲66岁，弟弟宋爱
民48岁，生长在召陵区老窝镇宋
庄村，如今都已当上爷爷奶奶。

宋玉莲的婆家在老窝镇下堤
于村。父母年迈以后，她做弟妹
们孝亲的表率，带头孝敬父母，
让父母到自己家颐养天年。父母
住的房间，她收拾得干净整洁，
保持冬暖夏凉。她变着法给老人
们做可口的饭菜。在她的带动
下，弟妹们都很孝敬老人，两位
老人生活无忧、心情舒畅。

2014 年 9 月，父亲患脑梗，
最终成了植物人。母亲也于同年
10月因骨折再也不能站起来，还
患上了老年痴呆。

无论姐姐宋玉莲如何坚持让
父亲住她家，弟弟宋爱民坚决不

答应，他要在父亲最需要的时候
尽一个儿子的孝道。他毫不犹豫
地辞掉了年薪十万的工作，回家
孝敬老人。

宋爱民孝敬老父亲无微不
至，每20天给老人理一次发，经
常给老人擦洗身子，一日三餐一
勺一勺地喂，像照顾婴儿般照顾
老父亲。

姐姐宋玉莲坚决让母亲在她
家养老。母亲病后，她更是细心
周到，用心做饭、喂饭，天气晴
好的日子推着母亲晒太阳。

宋玉莲和宋爱民，争先恐后
地孝敬父母，邻里都说“姐弟俩
待父母真好”。他们孝敬父母的事
迹，被村民们传为美谈。

（召陵区委宣传部推荐）

本报讯（记者 于文博）为迎
接“七一”建党节，6 月 28 日，
老街社区举办了红歌大合唱活
动，还联合爱心商家在社区放映
爱国影片。

当天下午 6点半，在老街源
汇区区委家属院，几十名社区党
员和志愿者聚集在一起，共同唱
起了红歌。《学习雷锋好榜样》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等几
首红歌唱下来，大家越唱越有激
情，歌声越来越响亮。

晚上 8 点 15 分左右，电影
《铁血江桥》正式开始，精彩的故
事吸引着观众们的注意，大伙儿
看得津津有味。

“今天这个活动挺不错的，尤
其是唱红歌的时候，感觉自己又
回到了年轻的时候，旋律一响起
来，立马就感觉很兴奋。晚上的
电影也不错，能让孩子们受到一
些爱国主义教育，挺有‘七一’
节的气氛。”有着 30多年党龄的
老党员靳翠娥说。

本报讯（记者 杨 光） 酷热
难耐，坐在室内都大汗淋漓，更
何况室外的流浪人员。这几日，
市救助管理站的工作人员走上街
头，给流浪人员发放食物和饮用
水，劝他们到救助站避暑。

6 月 29 日上午，天气炎热，
市救助管理站的工作人员走上街
头，寻找流浪人员。在人民路与
交通路交叉口处，一位流浪者在
这里卖唱，他戴着帽子，穿着长

袖衣服，周围并没有可以阴凉的
地方。

“大爷，天这么热，别在这儿
晒着了，去救助站休息一下吧，
我们用车送您去。”工作人员递上
一瓶水，想劝他离开，但这位老
人执意不愿离开，工作人员给他
留下几瓶水和一些食物离开了
（如图）。

一上午时间，工作人员对市
区的几名流浪乞讨人员派发了食
物、饮用水，以及清凉油等防暑
用品，并劝他们进站避暑。

市救助管理站相关负责人告
诉记者，面对炎热天气，他们增
加了街头救助次数。每天向流浪
人员发放物品，防止他们中暑。
市民如遇见有需要帮助的流浪人
员，可拨打救助站电话3136352。

□文/图 本报记者 朱 红
见习记者 杨 淇

漯河高中的乔清、乔楚是双胞
胎姐妹，今年高考姐姐 625分，妹
妹619分，分居漯河市文科第4名和
第6名，即将去复旦大学读书。6月
29日，记者来到这对双胞胎姐妹的
家，了解她们的成长故事。

从小有自信 学习有方法

戴着眼镜、扎着马尾、一袭长
裙，纯真、文静，谁是姐姐？“穿蓝
裙子的是姐姐乔清，白裙子的是妹
妹乔楚。”两人的妈妈吕世敏说。

“俩人从小就在一起，让我们很
省心。”吕世敏说，两人自制能力很
强。因为小学就在家附近，每天放
学都是她俩结伴回家，作业都是独
立完成，没有让父母操过心。学习
好，两姐妹从小就很自信。

“上课一定要认真听讲，课堂上
的几十分钟是最重要的。”乔清说，
上课期间好好听讲、充分理解领会
老师所说的，认真完成作业，做到

这两点基本就没什么问题了。
相比有些学霸，两人用在学习

上的时间不算多。“我俩花在我们兴
趣爱好上的时间比较多。”妹妹乔楚
告诉记者，一次偶然，两人听了几
段京剧，热爱就在心里发了芽。

“每星期都会听一出京剧，不仅
仅是放松，也是我们的另一种学习
方式。”乔清说，对于京剧有种说
法，唐三千宋八百、数不尽的三列
国，说的是京剧中有很多历史故事。

听戏时，两人会格外用心，京
剧中的故事也就在写作文时很自然
地作为素材运用。有时两人看完一
出戏后还要把相关的历史资料看一
遍。这成了两姐妹特的学习方法。

因热爱京剧报考复旦

高一放暑假时，两人一起前往
上海，为的是亲眼看到京剧大师们
的表演。演出前，两人还到后台找
到了她们喜欢的京剧演员，和演员
们来了个近距离接触。那之后，两
人决定一定要到上海上大学。

“那时候，我俩就决定为了看

戏，一定要去上海。”乔清说，这么
说可能有点好笑，但这就是她们当
时最实在的梦想。

从上海回来后，两人开展了 3
次关于京剧的班会公开课，其中一
次是在全校召开，很是轰动，受到
同学们的好评。这让两人更爱京
剧，更加坚定了两人去上海的决心。

既然要去上海，那就一定要上
上海最好的大学。两人查询了复旦
大学的资料，还去复旦大学转了
转。美丽的校园，深深吸引了她
们。经过充分了解之后，两人坚定
了报考复旦大学的决心。

父母：蹲下来和孩子说话

好的学习成绩，离不开好的成
长环境和家庭教育。“这俩孩子勤
奋、成绩优秀，离不开良好的家庭
教育。”乔清、乔楚的班主任胡卫党
说，两人从小到大读过的书很多，
很有自己的想法。

“孩子从小就应该被当作一个独
立的个体去对待。”爸爸乔中锋说，
有什么事情，他和妻子都会跟孩子
商量，她俩可以发表自己的想法和
意见。家长和孩子间要做到互相尊
重，要学会蹲下来和孩子说话。

从小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下成
长，两人做事有主见、遇事勤思考。

“两人从小就爱读书。”吕世敏
说，她觉得阅读对孩子会有一个潜
移默化的影响。正是因为大的阅读
量，也使得孩子在学习语文和历史
的时候更加有兴趣。

在妈妈吕世敏看来，知识很重
要，心态更重要。高考前，她为姐
妹俩减压，告诉她们这是人生的正
常过程，高考是学生们必经的一条
路，顺其自然、正常发挥就可以。

如今，姐妹俩都报考了复旦大
学，凭成绩录取不是问题。两人表
示，到了大学还是会认真学习，丰
富、提高自己。

□文/图 本报记者 郝河庆

“前几天，我收藏了一张 30 年
前的合影照片。这张老照片不仅有
一定的内涵和时代特点，还记录了
城市以前的面貌，很有生活气息。”
昨日，网友“沙澧晨曦”将一幅老
照片提供给本报时说，“想找到照片
中的 4个人，听他们讲这张照片背
后的故事。”（如图）

网友“沙澧晨曦”是土生土长
的漯河人，今年近 50岁，酷爱摄影
和收藏。“这张照片是我不久前在古
玩市场看到的。作为一个老漯河
人，照片看着很亲切，尤其是照片
背景中的老建筑，唤醒了我对过去
的回忆。”网友“沙澧晨曦”说，这
张老照片背后写的拍摄时间是 1986
年，当年漯河设立省辖市，很有纪
念意义，于是他花了 20元钱将这张
照片收藏。“照片上是 4个年轻人在
市区的合影，所站立的位置是现在
市区交通路与人民路交叉口附近，
只是不知道他们的姓名，以及当时
合影背后的故事。”

我市曲艺及书法艺术研究者宋
清文，今年 60 多岁，也是老漯河
人。看到这张老照片，宋清文倍感
亲切：“‘漯河旅社’让我终生难忘
啊！当年‘75 · 8’大洪水中，它可

是市区最高的建筑，救了不少人！
可惜现在已经拆除了。照片中漯河
旅社上面用的是‘鱼骨无线’，说明
那时的人们只能单一地收看电视无
线信号。”

市区某服装店总经理马铁军也
感慨道：“1986 年正值改革开放初
期，从合影的这四个人穿着中，可
以感受到中西合璧。”据马铁军介
绍，照片中右边两人穿的是中山
装，左边两人穿的是西装和毛呢大
衣，透露着当时的时代气息。

昨日，漯河宏运集团大巴车司

机黄付强说，图片中的客运车，是
当时短途运输旅客的主要交通工
具。当时的客运市场，一票难求，
每辆省际客运班车都需要提前买票。

“这张照片拍摄在 30 年前，当
年漯河刚建省辖市。如果能找到这
些合影的年青人，让他们讲述 30年
的人生故事，或许更能反映出我们
这个城市 30年的变迁。”根据网友

“沙澧晨曦”的建议，本报将寻访照
片中的这四名合影者，倾听他们的
个人故事。欢迎广大市民提供线
索，联系电话3139148。

市民淘到一张30年前老照片，求助本报——

寻找照片中的人 听他们的故事

今年高考，姐姐乔清625分，妹妹乔楚619分

双胞胎姐妹花 同报复旦大学

左左““清清””右右““楚楚”。”。

父母年迈 姐弟争相照顾

送去清凉油 帮助流浪者

社区迎“七一”红歌唱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