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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区LUOHE 05漯河

本报讯（记者 齐 放）寒风
冷雨中，行走着的年轻女子突然
晕倒，路过的多名行人置之不
理。银行员工发现后，拨打 120
急救电话，最终使她转危为安。

11月 21日中午 11时 50分，
市民小梅（化名）从市区长江路
建材市场北门前经过。当她打着
伞走到中国工商银行漯河长江路
支行门口西侧时，突然一阵眩
晕，摔倒在泥水中不省人事。

22 日中午，记者在该银行
的监控录像中看到，小梅倒下后
的两分钟时间内，有5名行人从
小梅身边走过，但都没有过去帮
扶或者打急救电话。

幸运的是，银行工作人员发
现了摔倒的小梅。

“我当时往银行外多看了两
眼，发现自助取款机旁的地上躺
着一个人。”在大厅值班的银行

工作人员张茹说，“我连忙拨打
了120急救电话，并把情况告诉
了营业室主任。”

营业室主任刘英豪立即出来
查看，发现倒在地上的是一名
20多岁的女子，身体在轻微抽
搐。“当时下着雨，我让同事拿
来两把伞，为倒地女子撑伞避
雨。”刘英豪说，“然后我叫她醒
一醒，她没有反应。”

记者在监控录像中看到，小
梅晕倒 5 分钟后，也就是 11 点
55分，120急救车赶到现场，急
救人员对小梅进行检查、施救。

随后，刘英豪和几名急救人
员一起，将小梅抬上救护车送往
医院诊治。

22 日下午，记者了解到，
小梅已经恢复正常，身体没有大
碍。小梅和家人，对伸手帮助她
的好心人表示感谢。

女子雨天晕倒 银行员工援手
□本报记者 焦 靖

11月 10日，在加拿大渥太华中
加文化交流年闭幕式上，上海芭蕾舞
团压轴出演。参演人员中有一位 20
岁的漯河姑娘，名叫刘存卿。虽然年
纪轻轻，但这已经不是她第一次出国
演出。11月 22日，记者通过微信采
访了刚刚回国的刘存卿。

从6岁起练习舞蹈

刘存卿的奶奶王秀英住在市区人
民西路，今年 69 岁。她告诉记者，
让刘存卿练习舞蹈的初衷，就是想让
她强身健体。“俺孙女小时候经常生
病，我就想着让她跳舞，锻炼得硬实
一点。”王秀英说，刘存卿从 6岁起
练习舞蹈，一练就是14年。

接触舞蹈之后，刘存卿发现自己
很喜欢跳舞。不久之后，刘存卿又在
奶奶的陪伴下，每周到许昌市上专业
的舞蹈课。“那时候交通不发达，去
许昌要转车，每周六早上5点多我和
奶奶就要起床。”回忆起童年往事，
刘存卿很感激奶奶。

寒来暑往四年多，刘存卿每个周
末都去许昌上课，上完课再坐晚上
10点多的末班车回漯河。

苦心人，天不负。10 岁那年，
刘存卿成功考取上海一所学校，专业
学习芭蕾舞。奶奶王秀英也前往上海
陪读，在学校附近租房照顾孙女。

“为了跳舞，小孩的饭菜既要有
营养还不能长膘，每一口饭菜都需要

注意。”王秀英说，刘存卿和同学们
每天上课前都被老师称体重，如果谁
增重就要出去跑步，体重降不下来就
不能上课。在这样的严格要求下，刘
存卿如愿考入上海芭蕾舞团。她也结
束了在上海长达九年的陪读生活。

用精彩演出为国增光

“演出结束后，全体观众起立鼓
掌，谢了好几遍幕依然掌声雷动，观
众不肯离去。”说起这次在渥太华的
演出，刘存卿显得很激动。

刘存卿告诉记者，谢幕时，她和
团员们都眼泛泪光。她们的激动，源
于为祖国增光之后的自豪和荣耀。

刘存卿说：“演出前接受外媒采
访的时候，竟然有记者问我们跳芭蕾

的时候是否穿足尖鞋。外国人就是不
相信中国人能跳好芭蕾舞。演出结束
后观众经久不息的掌声，不仅是对她
们演出的肯定，对于团里的演员们来
说，更是捍卫了祖国的名誉。”

从 18 岁考入上海芭蕾舞团开
始，刘存卿先后随团到荷兰、英国、
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演出。在她看
来，让更多外国人欣赏到中国芭蕾
舞，就像运动员夺得奥运金牌一样，
是她为祖国增光的方式。

想让更多人了解芭蕾舞

“我已经两年没回漯河了，真想
家啊！”刘存卿告诉记者，除了演
出，她的所有时间都花在了练功房，
每天的训练时间都超过8小时。两年
来，她只在去年过年时休息了一天。

“小伤小痛根本不会告诉家里，
毕竟这么远，说了只会让他们更担
心。”刘存卿有着早早离开家的孩子
所特有的成熟。

作为家里的独生女，她平时只能
通过电话和网络视频与家人联系。

“妈妈实在想我了就到上海来看我，
但是我忙着训练，妈妈来了也没有太
多时间陪她。”刘存卿说，她每次出
国，都期待着演出成功尽快回家。

“芭蕾对身体素质要求很高，舞
蹈演员的舞台生涯也很有限，在台上
演一场就少一场。”说起未来，刘存
卿很珍惜目前的工作和眼前的大好年
华，她希望趁着年轻多多登台，让中
国芭蕾舞被国内外更多的人了解。

6岁开始练习，18岁考入上海芭蕾舞团，如今每天训练超过8小时

漯河芭蕾女孩 登上国际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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