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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朱 红） 11 月 21
日晚，小伙子宁鹏帅不慎将钱包丢
失。当晚，市民陈玉红在路边等车
时捡到了一个钱包，在微信上发布
消息寻找失主。11月22日上午11点
多，宁鹏帅看到寻找失主的信息

后，与陈玉红联系取回了钱包。
11月22日，陈玉红对记者说：“11

月 21 日晚上 9 点半，我在市区黄河
路涵洞西侧路边等出租车时，看到
地上好像有个东西，捡起来后发现
是个钱包，里面有现金、身份证、

银行卡等物品，想着
失主一定很着急，便
将捡到钱包的消息发
到了微信朋友圈和几
个微信群里。”

“钱包里有400多
元钱，还有身份证和
银行卡等，一样都不

少，非常感谢陈姐。”11 月 22 日中
午，宁鹏帅对记者说。

宁鹏帅告诉记者，11 月 21 日晚
上，他和朋友吃过饭后，回家时路
过黄河路涵洞，直到第二天早上起
来才发现钱包丢了。11 月 22 日上
午，他看到了微信上寻找钱包失主
的信息，便按照上面留的电话号
码，联系上了陈玉红。

11月22日上午11点多，双方在
约定地点见面后，陈玉红一眼就认
出宁鹏帅就是失主。“他本人跟身份
证上的照片太像了，确认就是他
的，我便还给了他。”陈玉红说。

55岁李念红

退而不休献余热
义务教人学唱戏

身患尿毒症 不弃读书梦
14岁少年放学回家后边写作业边透析

□文/图 本报记者 于文博

14岁朝气蓬勃的年龄，但家住市
区海河小区的小伟 （化名） 每天都与
各种药物为伴。两岁多时被确诊患有
血管炎，12 岁时又查出患了尿毒症。
十多年来，他一直边上学边治病。因
为看病家中花光了积蓄，需要肾移植
的他只能靠药物和透析机维持。“我想
早点把病看好，和其他同学一样正常
地生活、上学。”采访中，14岁的小伟
告诉记者。

11月21日，在海河小区，记者见
到了小伟和他的母亲任晓燕。小伟14
岁，但与同龄的孩子相比，他的个子

比较矮。小伟的母亲任晓燕告诉记
者，常年生病影响了孩子的生长发
育，孩子现在身体抵抗力不强，因为
吃药身体也有些浮肿。任晓燕说，从
一岁多开始，孩子就一直要服用各种
药物，从没有间断过。

在小伟卧室的桌子上，放着一台
腹膜透析机。这是2016年一家慈善机
构为小伟捐赠的，方便他在家透析。
因常年患病，小伟的身体免疫力差，
容易生病。即便如此，小伟仍坚持上
学。只要身体允许，他都会到学校
去。小伟现在正上初二，每天下午放
学后，他都要边写作业边进行透析。
每次透析长达 14 个小时，透析完以

后，一般是早上 6 点多。“一年时间，
大半年都是在医院度过的。”任晓燕告
诉记者，怕耽误功课，孩子即使住
院，也会带着书本，在医院里自学。

“孩子虽然坚持上学，但因为生
病，没有什么好朋友，心理压力也比
较大，每次看到他一个人，我和他爸
爸心里都特别不是滋味。”任晓燕说。

任晓燕今年45岁，说起儿子的病
情，她心如刀绞。她告诉记者，儿子
一岁多的时候，身上反复长皮疹，持
续了一年左右。两岁多时，医生诊断
儿子患了血管炎。为了给儿子看病，
她和丈夫带着孩子四处奔波，去过很
多医院，但孩子的病一直没有治愈，
只能靠药物维持。2015年，小伟又被
发现患上了尿毒症。

“尿毒症是血管炎的并发症，从
那以后，孩子开始做透析。”任晓燕
说。

十多年来，小伟的治疗费用和医药
费用，已经近百万元。为了给孩子看
病，一家人不仅花光了积蓄，还欠债几
十万元。目前，任晓燕专心照顾儿子，
丈夫一边做些小生意，一边打零工。现
在，每过三个月，小伟就要到上海的医
院复查一次，每次都要带回大量的药
物，每次花费在三万元以上。

“现在孩子的身体全靠药物和透
析支撑，要想完全好起来，还得肾
移植，但是肾移植手术费用不低，我
们现在根本负担不起。”任晓燕说，

“孩子现在这么小，希望有好心人救救
他。”

本报讯（记者 齐 放）捡到顾客
遗失的手机后，妥善保管，并用快递
将手机寄给顾客。11月22日，记者采
访时，临颍县颍鑫快捷宾馆的服务员
刘梦君受到郑州市民王志杰的赞扬。

11 月 22 日，记者接到王志杰的
电话，他向记者反映了一件让他感
动的事情。11月20日，王志杰从郑
州到临颍县谈生意，中午在临颍县
颍鑫快捷宾馆会见完朋友后，又匆

匆赶回郑州时，不慎将手机遗落在
宾馆大堂会客厅，直到他驾车回到
郑州才发现手机遗失。王志杰试着
拨打手机寻找，宾馆前台服务员接
通电话后告知他，手机已被前台收
起来并妥善保管。听说王志杰和朋
友都已经离开临颍县，这名女服务
员表示可以用快递帮忙寄回。

11 月 21 日下午，王志杰收到了
寄回的手机。为表示谢意，王志杰

拨打宾馆电话询问女服务员的姓
名，但她不肯透露，说是应该做
的。记者采访时，联系到宾馆负责
人才得知服务员叫刘梦君。

“虽然这只是一件小事，但这种
精神折射出可贵的品质。”王志杰在
电话中对记者说，虽然他在临颍县
只待了一天，却感受到了淳朴的民
风。为传递正能量，他特意致电记
者，希望对服务员的行为予以表扬。

手机遗落宾馆 服务员完璧归赵

路边捡个钱包 微信群里寻失主

虽然长年患病虽然长年患病，，但小伟的功课从没有落下但小伟的功课从没有落下。。

□文/图 本报记者 于文博

兼职编剧、导演、演员，义务教戏
曲爱好者们唱戏、表演……在市区交通
路沙澧河风景区附近，常常可以看到她
为人讲解、示范的身影。她就是李念
红。11月22日，记者倾听了她的故事。

退休后重拾对戏曲的喜爱

当天，在市区交通路沙澧河风景区附
近的一所房子内，记者见到了李念红，她
手中拿着剧本，正在给几位戏曲爱好者讲
戏，讲到细节还会示范。经过一番讲解，
一些爱好者仍然不能掌握要领，李念红便
进行单独辅导，十分耐心。“一个动作、
一个眼神，李老师都教得特别认真。”一
位戏曲爱好者说，“跟着李老师学习，我
们进步特别快。”

李念红今年 55 岁，从小喜欢唱戏、
跳舞。十几岁时进入许昌戏曲学校学习，
毕业后进入了许昌越剧团。1984年，因为
各种原因，李念红回到家乡漯河，在一家
单位上班。2016年，退休的她又重拾对戏
曲的喜爱，义务为戏曲爱好者辅导，受到
了大家的喜爱和欢迎。

“有很多戏曲爱好者，他们没有专业
的老师教，我以前在学校学过，就想帮
帮他们，大家共同进步。”李念红说。

既是老师，又是编剧、导演、演员

李念红还要兼职编剧，对一些戏曲
剧本进行修改。“将一些词删除自己再补
充一些新词，有时候将剧本进行调整，
降低难度。”李念红说，为了改剧本，她
常常忙碌到深夜。

今年年初，李念红作为导演，为三
位学员辅导折子戏《三娘教子》。三位学
员都没有专业学习过。其中，安霞女士
已经近50岁了，要扮演的角色是一名稚
嫩的儿童，这就需要她在声音、动作上
都有大的调整。李念红每天带着三位学
员练习，常常累得汗流浃背。“演得好不
好，舞台上见高低。学员们都很认真，
看到他们这么喜欢戏曲，我也特别感
动。”李念红说。

除了辅导别人，李念红自己唱起戏
来，也十分投入。通过戏曲，李念红认
识了很多朋友。遇到机会，她们就一起
到社区义务演出。“每次义务演出，大家
劲头可足了，把平时练的功夫都拿出
来，一个比一个唱得好。”李念红说，戏
曲承载着传统文化，她希望越来越多的
人喜欢戏曲。

李念红李念红（（右一右一））在讲解动作在讲解动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