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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图 本报记者 朱 红

三尺讲台育桃李，一支粉笔写春秋。
9月10日，时值第三十三个教师节，20年
前从半坡朱中学毕业的学生们，冒雨从各
地赶往源汇区空冢郭镇的老校区，看望曾
经教过自己的老师，共叙师生情。

曾经的老教室，如今已被粉刷一
新，干净的水泥地板、规整的桌椅、透
亮的窗户，一改学生们印象中破败的样
子。“朱老师，您还认得我吗?”“朱老
师，您的身体还好吗?”临近中午，当年
的学生们看到老师后，围坐在他的身
边，热情地聊着。

已经退休 13年的朱老师，名叫朱全
仁，从教 39年，是这些学生们当年的初
中班主任。老人的身体硬朗，精气神十
足，说话思路仍十分清晰。

“学生们毕业多年后，还能想起我，
我很幸福。”朱全仁说，逢年过节学生都
会来看望他，这让他感到满足。

朱全仁说，当年学校的教学条件艰
苦，拿木板用作黑板，教室里昏暗，老师
讲课得举着灯，学生也要从家里带着煤油
灯听讲。“稍不留神就碰到头，听完课鼻
孔都黑了。”朱全仁一句写实的玩笑，让
大家感慨不已。

朱全仁带过的学生中，如今有博士，
也有生意人。“还是挺自豪的，学生们在
各行各业为社会做贡献。”朱全仁说，在
他眼里，没有“坏学生”，无论学习成绩
好坏，他都一视同仁。

“要因材施教，给孩子们平等的学习
机会。”朱全仁清晰地记得，曾经带过的
一名学生很调皮，隔三差五就和别人打
架。朱全仁知道后，耐心相劝，本来他要
带学生见家长，却在离学生家门 20米处
停住了脚步。“我当时要是见到他家人，
这孩子免不了挨一顿打，会让他心里不得
劲。”朱全仁心想。正是感受到了这份体
谅，这孩子从那以后再没打过架，工作后
还年年回来看望他。

对于教师这份职业，朱全仁觉得神圣
光荣。“老师做的事儿其实都很小，但这
份职业是伟大的。”他说。

记者了解到，退休后，朱全仁也没闲
着，喂了两只奶羊，还把羊奶分给村邻
们。“人活着最大的意思是多做点事儿，
闲着没啥意思。”他说。

当年的半坡朱中学，新校区已迁至源
汇区实验中学。“希望更多优秀的老师能
扎根基层，带出更多优秀的学生。”朱全
仁说。

□见习记者 刘亚杰

“前段时间，连续下了好几天的雨，
家里的好几把伞都用坏了。过去伞坏了
拿去修修还能用，现在街头连个修伞的
都找不到。”昨日，市民张大爷向记者诉
说苦恼。

街头的修伞匠都去哪里了？市区哪儿
有固定修伞摊点？近日，记者进行了调查
采访。

“现在确实不好找修伞的，现在的伞
都不稀罕了。哪像以前，一个月工资 30
块钱，买把伞就得七八块，谁也不舍得
用坏就扔。”60 多岁的市民刘国庆告诉
记者，“以前市区文化路南头有几个修伞
的，现在都不见了。偶尔见过街上有流
动修伞的，但这得遇，不知道哪里有固
定摊点。”

“现在谁还修伞啊，小毛病自己在家
简单修修，要是大毛病就直接扔了，现在
的伞便宜得很，修个伞不够费事钱。”市
民潘女士说。

记者在市区街头寻觅修伞匠，但找了
好几个地方都不见他们的身影。记者在市
区漓江春天小区门口看到一个“修车、修
拉链”的服务点。

“你的伞怎么了？一般的毛病我可以
给你看看，要是换零件的话，那就修不
了。我这没有零件，现在都买不来零件
了。”记者打听是否能修伞时，服务点的
老人告诉记者。

“我们家是做伞的，修伞肯定也难不
倒，但现在缺配件，像伞葫芦、伞降都没
有，所以也不好修。现在专门修伞的不多
了，这生意不挣钱，又费事。”从事过雨
伞制作的市民李宝易告诉记者。

20年后再聚首 回校共叙师生情

□本报记者 张玲玲

“真是太感谢你了，还帮我放
着背包。”9月 11日上午，从王洋
手里接过背包后，失主方女士
说。原来，9 月 10 日方女士在市
区黄河路与金山路交叉口附近一
孕婴店购物后，把背包落在了店
里。店主王洋看到背包后，主动
在微信朋友圈发消息寻找失主，
并最终物归原主。

据王洋介绍，9月 10日晚上 8
点多，她收拾店铺准备关门时，发
现店内沙发上有一个银灰色的女式
背包。“背包不是店员的，肯定是
哪位顾客不小心落下的。”王洋
说，她赶紧拍了照片发在朋友圈，

希望能尽快找到失主。
9月 11日上午 8点多，王洋接

到了失主方女士的电话。“9月 10
日晚上7点多，我带着孩子去买鞋
子，刚试完鞋，孩子就睡着了，我
匆忙结完账就回家了。”方女士
说，直至次日凌晨3点多，她给孩
子沏奶粉时，找不到奶瓶，仔细回
忆才想起奶瓶装在背包里，而背包
却不见了，背包里还装着衣服、钱
包等物品。

“应该是买鞋时忘在那家店里
了，会不会被人拿走呢？”方女士
第二天早上赶紧拨通了店家的电话
吗，没想到王洋也正在寻找失主。

“谢谢，谢谢！”从王洋手中接
过背包的方女士感激地说。

□文/图 本报记者 朱 红

29 岁的黄青华是郾城区龙城
镇后黄村人，母亲患有严重的类风
湿，生活不能自理。近4年来，黄
青华悉心照顾母亲的事迹被传为佳
话，他也因此被评为漯河市第四届
孝老爱亲道德模范。

9月 9日下午，记者见到了黄
青华。他告诉记者，在他很小的时
候，母亲就患了很严重的类风湿，
吃饭、上厕所都需要人照顾。那时
基本上都是父亲在照顾母亲，但
2014年3月父亲不幸去世了，哥哥
家里孩子多，也分身乏术。黄青华
就将母亲接到身边，在市区东方大
市场附近一边打工，一边照顾母
亲。“每天早上，我要早早起床，
为母亲熬粥，帮母亲洗漱，喂母亲
吃饭，然后再赶去上班。”黄青华
说。

记者了解到，为了省钱，黄青
华让母亲喝牛奶、吃热饭，而他自

己的早饭常常就是开水泡馒头。只
要是母亲想吃的，黄青华总是立即
去买。遇到单位聚餐，他会带个饭
盒，等菜上桌后，先往饭盒里夹一
点给妈妈留着。有时单位会组织员
工外出旅游，黄青华从不参加，而
是留在家里守着母亲。

黄青华一边打工一边照顾母亲
的事情，感动了许多人。附近不少
居民也常去家中看望母子二人，并
给他们送去些吃的、用的。

今年 2月份，黄青华和来自湖
南的张五红喜结连理。58岁的母
亲怕拖累儿子，曾几次让黄青华送
她去敬老院，或者放在老家，不用
再管她，但都被黄青华拒绝。他
说：“母亲生了我养了我，伺候老
人是应该的。”

9月 9日，黄青华和张五红商
量后，决定带着母亲到湖南株洲张
五红的老家去生活、工作。“无论
如何，我都不会丢下母亲的。”黄
青华说。

母亲患病常年卧床 他悉心照料

雨伞坏了 街头难觅修伞匠

顾客背包落店里 她忙寻失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