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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次爱心捐助中 两名陌生女孩相识

如今姐妹情深 成长路上相伴而行
□文/图 本报记者 于文博

1 月 8 日，在源汇区问十乡陶桥
村，15岁的陶美琳特别开心。当天，
她的“城市姐姐”要来家中看望她。
陶美琳是一名留守儿童，她的“城市
姐姐”是家在郾城区的高三学生曹
阳。2016年，在一次爱心活动中，两
个陌生的女孩儿结为小姐妹，建立了
深厚的友谊。曹阳先后两次来到陶美
琳家中，看望这个妹妹。

一次爱心捐助
拉近两个陌生女孩的心

曹阳今年 17 岁，是一名高三学
生。陶美琳今年15岁，正在上初中。
她们一个家在郾城区辽河路与井冈山
路交叉口附近，一个家在源汇区问十
乡陶桥村，本是素不相识的两个人，
却因为一次捐助活动结缘，成了好姐
妹。

2016年，曹阳在高二下半学期因
为成绩优异，获得了学校一等奖学金
500 元，父母决定让曹阳自己安排这
笔钱。平时就很喜欢献爱心的曹阳决
定将这笔奖学金捐献给需要帮助的
人。2016 年 5 月，在爸爸的帮助下，
曹阳最终将这笔钱捐给了源汇区问十
乡初级中学的学生陶美琳。

捐赠结束后，曹阳和陶美琳并没
有断了联系，她们互相留下了联系方
式，通过电话交流。“我自己是独生
子女，平时就很希望有一个弟弟或者
妹妹，美琳既漂亮又听话，学习也很
好，我特别喜欢她，就像有了一个亲
妹妹一样。”曹阳说。

谈学习聊成长
姐妹俩有说不完的话

和陶美琳接触以后，曹阳心中总
是惦记着这个比她小两岁的女孩儿。
曹阳还专门给陶美琳写信，鼓励她好
好学习。陶美琳接到信后，当即给曹
阳写了回信，但在邮寄过程中出了差
错，曹阳最终没有收到信，两人都觉
得遗憾。为了能与陶美琳多联系沟
通，曹阳决定亲自到陶美琳家看望，
她的想法得到了父母的支持。1 月 8
日，她第二次来陶美琳家。

1 月 8 日上午，曹阳一早启程，
带着要送给美琳妹妹的礼物，匆匆赶
往问十乡陶桥村。“这两件羽绒服，
是我专门给她挑选的，颜色、款式都
很好，她穿上肯定很合适。”曹阳边

说边向记者展示送给妹妹的衣服，脸
上笑容灿烂。

一路奔波，终于到达了陶美琳
家，刚走到巷口，陶美琳和奶奶就迎
了上来，看到曹阳，美琳很高兴，上
前拉住了曹阳的手。

到家后，曹阳和美琳凑在一起，
试穿衣服，衣服穿起来很合身，两个
小姐妹都特别开心。“这个颜色，你
穿身上真好看。”曹阳一边帮陶美琳
整理衣服，一边高兴地赞叹，陶美琳
则对着她笑弯了眼睛。

陶美琳和曹阳年龄只差两岁，
两人有着说不完的话题，她们从学
习方法谈到学校生活，从日常小事
谈到未来打算。曹阳很有姐姐的样
子，她把自己的学习经验分享给美
琳，还教美琳如何与同学相处，如
何调整心情等。两人在一起谈了近
两 个 小 时 ， 曹 阳 才 在 父 母 的 催 促
下，不舍地离开。

互相学习
成长路上相伴而行

陶美琳的父母常年在外地工作，
她和堂妹一直跟着奶奶生活。虽然生
活条件有限，但她一直努力学习，家
中的墙壁上贴满了她和堂妹的奖状。

“这个孩子知道学习，在家经常看
书，可听话。”陶美琳的奶奶师清今
年 75 岁，孙女从出生就在她身边长
大，每次说起孙女，老人既骄傲又心

疼，“这孩子，父母都不在家，跟着
我一个老太太，受苦了。”

了解陶美琳的情况，曹阳对这个
女孩儿的喜爱中更有几分欣赏。“美
琳这么刻苦努力，我从她身上学到不
少，她为我增添了很多的动力。”曹
阳告诉记者，等高考过后，她还要亲
自来看望她。

“曹阳姐姐心很细，我有很多事
情，都可以和她说，不管是学习上，
还是生活上，她都能给我一些好的建
议，能交到这样一个朋友，我很开
心。”陶美琳说。

看到两个女孩儿的友谊，曹阳的
父母也很感动。他们说：“看到两个
孩子这么好，我们也觉得特别开心，
感觉又多了一个女儿似的，以后有机
会，也要美琳到我们家做客。”

本报讯（见习记者 陈金旭） 1月
8日，网友“马尾姑娘”在朋友圈晒
了几张照片，说：“今天上楼顶晒太
阳，发现有人把废旧的浴缸和泡沫箱
（如图） 做成菜池子种了不少菜，不
知道是哪位有才的邻居。”

1 月 8 日下午，记者联系到网友
“马尾姑娘”，她告诉记者，她家住在
市区滨河路的一个小区，当天上午，
她心血来潮到楼顶晒太阳，无意中发

现楼顶摆放了三个大浴缸和几个泡沫
箱子，里面种了菠菜、葱、蒜等蔬
菜，给楼顶增添了一份绿意。

“不知道是哪位有才的邻居，能
够变废为宝，把旧浴缸和泡沫箱子改
造成菜池子，哪天不想买菜了还能上
楼掐点吃。”网友“马尾姑娘”说，
通过这件小事，她发现，只要你有想
法和创意，就能把生活过出诗意和趣
味。

旧浴缸、泡沫箱 变身袖珍菜地

曹阳（右）帮陶美琳整理衣服。

□本报记者 杨 旭

提起写作文，许多小朋友都觉得头大，
但漯河小学五 （一） 班的学生们却乐此不
疲，写出的作品也颇为与众不同。他们用一
篇篇自由发挥的作文共同写成了属于他们的
班级故事，在老师和家长们的帮助下结集成
册，记录了他们的校园生活，珍藏起他们童
年的快乐。

一个奇特想法
两本班级故事

两年前，班主任李彦芹老师在思考如何
提高孩子们的写作兴趣时，有了一奇特想
法，让学生们每天轮流写下班级或学校里的
趣事，给他们自由发挥的空间，将来编纂成
册，孩子们长大了也会成为一份珍贵的回忆。

“写作采取自愿的方式，字数不限，可
以写自己觉得最有趣的一件事，第二天晨读
时念给大家听。一开始，有的学生积极性不
高，需要去鼓励引导，现在大家争着写，还
要通过排序照顾每一个同学。”李彦芹告诉
记者。

两年时间，学生们的作品汇集成了《校
园麻辣串》《校园嘻游记》两本册子，全班
人手一册，2016 年下半年的还没有印出
来，已经成为同学们最期待的宝贝。

家长共同支持
学生作品成册

李彦芹老师突发奇想的想法变成了现
实，一本本印刷精美的册子已经超出她的预
期，这其中少不了家长们的支持。当初，她
把想法告诉家长们时，得到了一致的赞同，
随后大家各尽其力，共同帮孩子们完成这本
快乐的手册。

学生吕浩鸣的妈妈谷娟担当起了“编
辑”一职，她将孩子们写成的作品整理成电
子文档，也在这个过程中见证了孩子们写作
水平的提高。“最开始的时候，有的孩子只能
写300字左右就觉得无话可说了，现在700字
的文章也很常见。写作的语言越来越生动
了，细节描写绘声绘色，作为读者，我也常
常被带进那个充满童趣的世界。”谷娟说。

电子文档整理完成后，排版、印刷、装
订工作由学生郭品儒的爸爸联系印刷厂完成
的。每本册子上都印上了孩子们的照片。

故事里的快乐
现实中的友情

自己写的故事能够结集成册，最自豪的
还是那些小作者们。在班长于昕冉看来，班
级故事在给大家带来快乐的同时，还让集体
更加团结。以前，她认为班里的朱妍菲同学
是一个不爱跟别人交流的人，甚至有一些傲
慢。通过何语涵同学写的一个故事，她了解
到朱妍菲其实也有丰富多彩的生活，而且是
一个乐于助人的人。偏见消除了，她们俩后
来还成了朋友。

班级里的故事大概总也讲不完，就连害
怕写作文的郭品儒小朋友如今也能够滔滔不
绝地把这些故事写成文字了。故事总有剧终
再见的一天，但快乐的回忆将会伴随每个孩
子的一生。

全班学生作品集结成册

写下校园故事
珍藏快乐童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