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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扬汉字文化 扩大中国文化影响力
第二届汉字与汉字教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我市举行

□本报记者 王 培

2016年，临颍一高学生李
恩来以优异的成绩被中山大学
录取。高兴过后，上大学的费
用却让一家人犯了愁。就在这
时，李恩来在本报举办的“我
要上大学——漯河晚报爱心桥
行动”中得到爱心人士的帮
助，顺利进入大学学习。如今
两年时间过去，7 月 4 日，记
者联系并采访了李恩来，了解
他在大学里的学习和生活。

“爱心桥行动”助他圆梦

参加高考那一年李恩来18
岁，父母已经58岁了，全家人
靠父亲微薄的工资生活。高考
过后，李恩来考了 647 分，全
家人欣喜过后却为学费犯了
愁。李恩来在假期打工时，了
解到本报举办的“我要上大学
——漯河晚报爱心桥行动”正
在进行，第一时间报了名。

当记者沿着曲曲折折的小
路来到位于临颍县固厢乡皮胡
李村的李恩来家里时，映入眼
帘的是斑驳的墙壁、破旧的桌
椅和一台老式电视机。采访中
记者发现，虽然家里条件不
好，但李恩来成熟、稳重、自

立，并且爱好广泛，老师、同
学和村民对他的评价都很高。

当年，李恩来在“我要上
大学——漯河晚报爱心桥行
动”中获得爱心人士的资助，
顺利地进入中山大学学习。

大学生活丰富多彩

如今，李恩来进入大学学
习已经两年了，大学生活对于
他来说是丰富多彩的，知识渊
博的老师，来自全国各地的同
学，学校浓厚的学术氛围让他
沉浸其中。

大一期末考试，李恩来考
了年级第三名，获得国家励志
奖学金、校优秀学生奖学金
等。在兼顾学业的同时，他还
积极参加美国大学生数学建模
竞赛、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
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等各
种国内外举办的大赛，获得不
错的成绩。因为成绩突出，他
获批跟着教授研究实验课题，
并申请到国家级课题资助。

课余时间，他在学院学生
工作办公室勤工俭学。因为组
织能力比较强，他现在担任学
工办副主任一职，负责协助主
任协调安排各种学生事务。最
近，李恩来还在为竞选学院年

级管理委员会主席一职而努力
着，他希望能在为同学们做好
服务的同时，自己得到更多的
锻炼。

各种奖学金和勤工俭学的
工资让李恩来在读大学花费方
面的压力缓解了很多。他跟资
助他的爱心人士介绍了自己的
情况，并谢绝了她的再次资
助。“这些钱已经差不多够我
的花费了，我和爸爸想要问一
下这位阿姨的具体信息，当面
感谢她，但是她不愿告诉我
们。”李恩来心怀感激地说。

曾经接受爱心人士的帮
助，李恩来心怀感恩，想要把
爱心传递下去。他经常参加一
些公益活动，还曾到广西贫困
山区支教，给那里的孩子们带
去温暖与梦想。

为未来而努力打拼

记者跟李恩来联系时，他
正在学校图书馆自习。“马上
就要期末考试了，我最近正忙
着复习。”李恩来告诉记者，
这个暑假，自己已经计划好
了，回家几天就赶回学校，“9
月到10月，我和同学有几个比
赛要参加，我要利用暑假时间
做准备，而且难得有大块的时
间，我还要继续忙实验课题。”

进入大学以来，忙碌的生
活使李恩来很少有时间回家，
即使过年也只是在家待几天陪
陪家人。对于未来，他有着明
确的计划。“我想留在学校任
教，进行学术研究。”李恩来
说，想留校并不容易，还需要
更加努力。本科毕业后他有两
个打算：一是保研清华或复
旦，二是直接攻博香港科技大
学。

如今，李恩来还在为未来
而不断努力，他的父亲虽然已
经 60 岁，但仍在江苏绍兴打
工，母亲则在家里帮村里的种
植户干农活。李恩来最大的心
愿，就是学成之后能够用自己
所学回报社会，也让父母过上
幸福的晚年生活。

李恩来：心怀感恩 逐梦远航

本 报 讯 （记 者 张 晨
阳） 7 月 7 日上午，第二届汉
字与汉字教学国际学术研讨
会开幕式暨全国高等院校许
慎文化教学实践基地集中揭
牌仪式在我市许慎文化园举
行。此次活动为期4天，来自
美国、英国、法国等8个国家
和 19 所高校的 120 余名专家
教授汇聚一堂，为弘扬、传
播许慎和汉字文化展开充分
的研讨和交流。

市委、市政府紧紧围绕
“中国汉字文化名城”建设目
标，坚持不懈地推进“许慎文

化研究中心、许慎文化资料中
心、汉字文化圣地旅游中心和
许慎文化教育传播中心”4 个
中心建设，以许慎文化国际研
讨会为平台，以许慎文化园为
传承基地，以许慎文化塑造漯
河城市精神，以许慎文化传承
提升漯河软实力和竞争力。漯
河各相关单位也将以此次活动
为契机，与各位专家和高等院
校密切联系、精诚合作，让数
千年的汉字文化活起来，让许
慎文化真正走出漯河、走向国
际。

武汉大学文学院、北京

第二外国语学院文学院等全
国 19 所高校的 21 个汉字文化
教学实践基地在漯河许慎文
化园正式揭牌。漯河许慎文
化园、漯河医专联合设立了
全国高校许慎文化教学实践
基地联络处，并在仪式上正
式揭牌。

开幕式上，94岁高龄的全
国集中识字教学研究会会长张
田若、韩国庆尚大学教授许捲
洙分别将自己珍藏多年的《国
语四千年来变化潮流图》《御
定奎章全韵》捐赠给许慎文化
资料中心。

□本报记者 杨 旭

7 月 6 日，记者来到西城
区 阴 阳 赵 镇 西 河 村 。 采 访
中 ， 提 起 “ 创 文 ” 的 重 要
性，村民们可以说是无人不
知，无人不晓。这得益于6月
中 旬 开 始 的 “ 创 文 ” 大 走
访、大调研活动。

挨家挨户走访调查

记者了解到，村“两委”班
子于 6 月中旬成立调查小组，
开展“创文”大走访、大调研活
动，挨家挨户排查、挖掘存在
的问题，并通过问卷调查的
方式征求村民的意见和建议。

村支部书记曹纪春说，
“经过梳理，我们发现了 4 个
方面的问题：一是村内卫生
清扫不够彻底，部分环卫设
施不能使用；二是紧临107国
道，道路经常拥堵，村民出
行不便；三是缺乏娱乐休闲
场所；四是‘创文’工作知
晓率、参与度需要提高。”

建立工作台账解决问题

针对活动中排查出的问

题，村“两委”班子建立工
作台账，制订工作措施，限
时进行解决。

“要搞好村子的环境卫
生，光靠几位保洁员是不够
的 。 我 们 正 在 联 系 服 务 公
司，将环卫工作外包。”曹纪
春说，“村民出行不便的问题
已经存在很长时间，这次我
们联系了相关部门，协调、
敦促丹江路扩建项目，争取
早日解决这个难题。”

村民热情参与

“创文”大走访、大调研
活 动 虽 然 只 开 始 了 半 个 多
月，但通过采访，记者发现
村民的知晓率、参与度都有
了很大提高。

50 岁村民曹如意告诉记
者，通过这次活动，他了解
到“创文”原来可以改善人居
环境，提高生活质量。“书记
亲自到我家让我提问题，这个
活动好。”曹如意说。

17岁的王思佳表示，自己
暑假在家，感觉这几天村子里
就有变化，乱扔垃圾的少了，
大家都知道参与“创文”了。

西城区阴阳赵镇西河村
“创文”改善生活 村民热情参与

□本报记者 齐 放

“我们今年种植的 100 多
亩蟠桃丰收后，销售环节拖
了果农的后腿，没达到预期
的 经 济 效 益 。” 7 月 6 日 上
午， 加入农产品销售帮扶
中心后，来自舞阳县孟寨镇
蟠桃种植合作社的孙棵脸上
露出了喜悦的笑容，“背靠
帮扶中心，明年蟠桃就不愁
销路了！”

当天上午，在召陵区供
销合作社和召陵区市场发展
中心支持下成立的漯河供销e
家农产品销售帮扶中心正式
接纳全市农业种植户加入。

召陵区召陵镇刘庄村晚
秋黄梨种植户柏广宇，与同
在漯河金利园种植专业合作
社 的 十 几 家 晚 秋 黄 梨 种 植
户，去年秋天丰产的 50 万公
斤黄梨出现严重销售难。后
来，由召陵区供销合作社牵
线搭桥，黄梨通过供销电子

商务走向全国供销合作社，
春节前黄梨被销售一空。柏
广宇感慨地说：“现在不服电
子商务不中，我们一个月卖
不了多少，他们两个月就帮
我们卖完了。今天我们合作
社十几家晚秋黄梨种植户全
部加入了帮扶中心。”

“农产品销售帮扶中心是
依托供销电商全国平台和豫
中南农贸物流交易中心仓储
分拨优势，以产业扶贫为突
破口，以合作经营为依托，
打造全市供销电商一张网，
实行线上和线下融合的销售
模式，把贫困村绿色有机农
产品带进社区，帮助贫困户
脱贫致富。”召陵区供销合作
社副主任吕松告诉记者，目
前，农产品销售帮扶中心已
吸收全市种植合作社 300 余
家，上线的有晚秋黄梨、草
莓、西瓜、葡萄等优质农产
品200余种，已帮助种植户增
收500多万元。

电商+物流
搭建销售平台 果农再不愁了

李恩来在大学课堂上。（图片由本人提供）

“我要上大学——漯河晚报爱心桥行动”受助学生回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