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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齐 放

2016年9月，在爱心人士的帮助下，特困学子
张立凯如愿以偿迈进了大学，开始了全新的生
活。如今，已度过一学期大学生活的张立凯，不
断完善自己，去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人，让爱心
传递下去。

“其实大学生活并非一些人想象的那么轻
松。大学里学习环境比较宽松，这就需要有极强
的自制力和约束力，这无形中就是一种压力。社
会就业竞争激烈，如果不努力学习，将来就可能
面临着极大的就业压力。”1月 1日，采访中张立
凯告诉记者，虽然学业繁重，但在不影响正常学
习的情况下，张立凯仍然抽出时间做志愿者，做
一些公益，用爱心回报社会。

张立凯加入了黄淮学院的小学支教队，还加
入了校园大学生艺术团和爱心协会。期间参加过
清除旅游垃圾、福利院看望儿童、防艾慈病宣传
等各种爱心活动。

张立凯告诉记者，在新的一年里，他要努力
学习，多做公益。“多参加一些公益爱心活动，帮
助更多需要帮助的人。”张立凯说，下学期他还将
继续支教，给孩子们上课，陪孩子们做游戏、学
习电脑等。

□文/图 本报记者 齐 放

“2016年我们帮助50多名残疾人掌握了一技之
长，让他们找回了信心，有了收入。”1月1日，35
岁的杨景旭满怀信心地告诉记者，“我有信心让更
多的残疾人有事做，有收入，自强不息。”

杨景旭是源汇区空冢郭镇杨店村人。他 20多
年前因患上了强直性脊椎炎，从此与轮椅为伴。

“我当时在家经营着一个小商店，闲暇时就上网与
残疾人聊天，大家都觉得缺少一个交流、活动
的场所。”杨景旭说，“如果大家能聚在一起，互通
有无，互相帮助，那该多好啊！”

2015 年 7 月，杨景旭与几个残疾朋友一起，
自发成立了漯河残友互助联盟。“我们的目的就
是感恩奉献，自助助人，为残疾朋友搭建一个平
台，互相提供就业和致富门路，帮大家打开心
结，勇敢地走向社会。”杨景旭说，2016 年，漯
河残友互助联盟的残疾朋友达 200多人，免费培
训 50 多人成为淘宝云客服，有 13 人成功开了自
己的网店。残友们还互相帮助，去年还为患病的
残友捐款 2000多元。

“新的一年，我们还将发挥残友联盟的联系纽
带作用，让更多残疾人找到能够胜任的工作，让大
家有事做、有活干、有钱挣。”杨景旭说。

□文/图 本报记者 王海防

元旦假日，许多市民走出家门来到河上街，体
会传统文化，品尝美食。1月 1日上午，66岁的潘
顺昌老人早早地赶来，向游客展示自己的作品。

一块大理石板、一把勺子、半勺糖汁，潘顺昌
老人的工具简单，原料简单，但制作糖人的门道可
不简单。只见他用一把小勺舀上少许糖稀，微微倾
斜，糖稀就缓缓流出，紧接着手往上一提就成了一
条糖线，随着手腕的上下左右翻飞，一只雄鸡就出
现在大理石板上。

潘顺昌老人是位退休职工，做糖人已经十多
年了。他之前在企业工会做宣传工作，擅长国画
花鸟，做糖人的技术也是自学。“做糖人要有画
花鸟的底子。”潘顺昌说，他在河上街做糖人已
经两年多了，做糖人只当是消遣，并不以挣钱为
目的。

“这是一项非物质文化遗产，大家喜欢我就
做。”潘顺昌老人说，他还应邀去过许昌、周口，
前些年还到昆明参加过文博会。

当记者问起新年愿望，老人思索了一下说：
“希望一年更比一年好！”老人解释道，这不光是希
望自家的生活一年更比一年好，而是自己和全国人
民的日子一年更比一年好。“大家的生活都好了才
算是真好。”老人说。

□文/图 本报记者 王 培

1 月 1 日上午，在市区嵩山路与淮河路交叉
口，26岁的辅警姜莎莎正在指挥交通，训练有素
的她从事辅警工作已经有近一年时间了。

当天，虽然是假期，但姜莎莎和她的同事们还
在路上执勤。“大家都放假了，人流量车流量比较
大。虽然节假日还要上班，但我们感觉很自豪，有
了我们的工作，才能保障道路畅通。”姜莎莎对记
者说，除了节假日，平时早晚交通高峰时段，也是
他们一天中最忙的时候。她和同事们早上7点20分
之前就来到工作地点，把岗台、反光锥等物品摆放
到位，早晚高峰时段全员上岗，大家都要站在路口
疏导交通。无论严寒酷暑、风吹雨打，他们都坚守
在自己的岗位上。

工作中的苦累他们不怕，让他们感觉最委屈的
就是有些市民的不理解、不配合。“平时遇到最多
的就是闯红灯现象，很危险，我们去劝阻时有些人
态度很不好。当然，大部分市民还是支持和配合我
们工作的。”姜莎莎说，在新的一年里，希望广大
市民都能提高安全意识，自觉遵守交通规则，让市
区交通秩序更加良好，大家都能安全出行。另外，
她平时工作比较忙，家里人也都理解并支持，给她
提供了坚强的后盾，在新的一年里，她也希望家人
健健康康，快乐幸福。

□文/图 见习记者 刘彩霞

1月 1日上午，记者来到位于召陵区漓江路上的一
所特殊教育学校。24岁的李博正和其他老师一起在滑
滑梯旁陪着孩子们玩耍。

游戏结束后，李博带着5岁的聪聪走进小教室，开
始每天半个小时的单训课。李博先对聪聪进行“林氏六
音”测试。在测试中除了检查孩子所佩戴的人工耳蜗是
否正常，还要根据孩子在每个听力段的重复，判断语言
能力是否有改善。今年5岁的聪聪在学校接受康复训练
已经一年，现在已经能简单对话。

大学学习特殊教育专业的李博，毕业后跟同学们
一样选择走进特殊学校教学。看到学校里每年都有孩
子，经过康复训练后，进入正常学校生活学习，李博
就为孩子们感到高兴。目前学校里有 53名孩子，看到
家长们为了孩子全身心的付出，李博内心的责任感越
来越强烈。

面对新的一年，李博说出了她的新年心愿：“希望
越来越多的听障孩子能够提早发现，及时治疗、康复。
作为一名年轻老师，李博希望自己今后能帮助更多听障
孩子听到美妙的声音，早日开口说话。”

□文/图 本报记者 杨 旭

1月 1日上午，在位于市区公安街的怡和老年公寓
门前，彭付金和几位老人一起晒着太阳，大家有说有
笑，气氛十分融洽。

61岁的彭付金是老年公寓的一名护理员，从事这
项工作已三年。“我是跟着媳妇来这儿的，她已经在
这儿工作 8年了。”彭付金说，三年来，他和妻子除了
农忙时回老家，几乎把所有时间都花在了老年公寓
里。“从年龄上说，我也是老年人，跟这里的老人有共同
语言，照顾他们的过程中，我自己的生活也得到了充
实。”彭付金说。

新的一年，彭付金表示会继续和妻子一起在这儿
干下去，让更多老人安享晚年。“有的老人虽然有子
女，但都在外地；有的老人生活完全不能自理，虽然
有意识，但已不能感受生活的美好。我在这儿的职责
就是尽自己最大的努力，照顾他们的饮食起居，让他
们过得舒服一些，不再感觉孤单。”彭付金说，“不仅
是住在怡和老年公寓的老人，希望所有老人都能过得
幸福、安康。”

姜莎莎 大家能平安出行

张立凯 把爱心传递下去

潘顺昌 一年更比一年好

杨景旭 残疾人都有事做

李博 更多听障孩子开口

彭付金 所有老人安享晚年

挥手告别2016，站在 2017的阳光里，
大家都有什么心愿？又想对自己、他人、生
活和未来说些什么呢？1月1日当天，本报多
路记者深入基层、社区、一线，感受平凡人
们生活中的悲与喜、笑与泪，倾听他们的新
年心语。

张立凯张立凯（（右右））参加公益活动参加公益活动 图片由张立凯提供图片由张立凯提供

李博李博（（左左））给孩子上课给孩子上课

杨景旭杨景旭（（中中））和朋友在一起和朋友在一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