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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 晴间多云，21℃~34℃

晴间多云，21℃~33℃明天

后天 多云到阴，2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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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班编委：秦献礼 陈全义 质量总监：张义长 责编：李 超 校对：潘丽亚 广告办理：0395-3132295 投递电话：0395-3138872 新闻监督：0395-3131843

漯河日报社主办 国内统一刊号：CN41-0014 总第3174期 今日8版

关注民生
服务百姓

新闻热线：0395-3139148
15939503609

2020年9月 日
农历庚子年七月廿一

星期二
漯河日报·晚报版

88

□文/图 本报记者 尹晓玉

9月 5日，临颍县瓦店镇沟
王村一处旧瓦房中，整齐地摆放
着各种颜色和款式的手工编织
鞋。孙巧玲正坐在一个小凳子
上，全神贯注地织着一双粉色儿
童鞋。两年来，她通过编织手工
鞋，不仅改善了自己家的生活，
还带动了四五十名闲在家的村民
共同致富。

“这双是我根据经典帆布鞋
的样式织的，比较适合年轻人；
这双是老年款的凉鞋，穿着很舒
适。”采访中，孙巧玲一一介绍
着她织的鞋子。今年 44岁的孙

巧玲是新疆人，2011 年和在新
疆打工的临颍男子王国福相恋。
之后，他们从新疆回到临颍老家
定居。王国福母亲早逝，父亲是
残 疾 人 ， 自 幼 家 境 贫 寒 ， 在
2014 年被确定为建档立卡贫困
户。脱贫攻坚工作开展以来，在
各级部门的帮扶支持下，通过自
己的勤奋努力，王国福和孙巧玲
一家在2017年实现了脱贫。

“刚从新疆回来时，家里就
几间破旧瓦房，一件像样的家具
也没有。”孙巧玲说，那时她身
体不好，做过几次手术。2018
年，再次做了手术后的孙巧玲在
家里休息，闲时在手机上看到了

制作手工鞋的视频。“感觉很好
看，就想着给家里人做几双穿。
然后买了材料和工具，跟着网上
的视频学。后来发现这样学太难
了，就买了专业的教程。”孙巧
玲说，刚开始，一个样式织了
拆，拆了再织，要反复四五十遍
才能学会，一周时间也就织一双
鞋。后来，随着技术越来越娴
熟，她一天时间就能织完一双
鞋。听说这种手工鞋在一些景区
一双能卖上百元后，孙巧玲萌生
了创业的想法。

2019 年 11 月，在村干部的
帮助下，孙巧玲通过小额扶贫贷
款贷了两万元，在家里专门腾出
一个房间，购买原材料进行小规
模制作。因为质量好、舒适度高
又很精美，她织的鞋销路很好，
一双能卖100多元，一个月能挣
两三千块钱。这样，半年多时
间，孙巧玲就把两万元贷款还完
了。今年8月，孙巧玲又申请了
5万元扶贫贷款，在瓦店镇租了
一间门面，准备开一家销售手工
鞋和相关材料的店铺。目前店铺
正在装修。

孙巧玲织的鞋子在当地越来
越有名气，很多村民来找她学
习。“已经教会了四五十个人，
我在网上开的有直播，还有很多
粉丝在网上跟着我学。只要有人
想学织鞋子，都可以来找我。”
孙巧玲说，感谢党的好政策，让
她们家有了今天的好日子，她愿
意带着所有喜欢织鞋的人一起编
织“好生活”。

本报讯 （见习记者 党梦
琦） 9月 4日上午，河南体彩中
心漯河分中心举办“公益体彩·
爱心捐助”仪式，借助团市委

“希望工程双结对”活动平台，
确定我市7名贫困优秀大学生为
资助对象，每人发放 3000元的
助学金以及部分生活用品。

“感谢好心人，给我女儿发
放助学金，帮了我们家大忙。”
舞阳县侯集镇柿杨村村民杜翠平
感激地说。她家是村里的建档立
卡贫困户，她和丈夫身体都不
好，收入微薄。她的小女儿今年
考了598分，被合肥工业大学录
取。

“现在我成了一名准大学
生，感谢大家对我的帮助，今后
的道路上，我一定会心怀感恩，
不 断 提 升 自 己 ， 将 来 回 报 社
会。”召陵区召陵镇西皋西村贫
困学生王琳琳说。

“希望我们的资助，不仅解
决他们经济上的困难，还能给予
他们面对困难的勇气和信心。”
河南体彩中心漯河分中心相关负
责人说。

□文/图 本报记者 姚
晓晓

“让老人像孩子上幼儿
园一样朝去夕归，日间有人
照料，这种设想现在在我们
社区变成了现实。”9月7日
上午，在龙塔街道陵园路社
区，提起社区日间照料中
心，社区居民们赞不绝口。

上午9点，65岁的王三
义来到陵园路社区日间照料
中心，他的老朋友已经摆好
了“战场”——象棋，等着
他的到来。两局结束，王三
义又和日间照料中心的其他
老人锻炼起身体。

“原来哪想到会有这么
好的事情，社区有了日间照
料中心，不仅有专人照顾，
还能下棋、看书，我们老人
在这儿也有了伴。”王三义
告诉记者，他平时自己在
家，除了吃饭就是看电视打
发时间，自从社区日间照料
中心开放后，他经常来这里
下棋、聊天，偶尔还能看电
影或做健身操。

和王三义老人一样，陈
凤莲老人的孩子也都在外
地，平时忙于工作没有时间
陪她。自从社区有了这个日
间照料中心，老人非常高
兴，每天都要到中心转一

转，有时候一待就是半天。
在日间照料中心，记者

看到大厅内收拾得很整洁。
中心设有独立的卫生间、茶
水间和厨房，墙上还有温馨
的彩色喷绘图案，几位老人
正在阅读区看报纸。中心负
责人石万周告诉记者，为让
老人有回家的感受，他们在
环境改造上尽量营造出家的
氛围，还设有娱乐室、休息
室、康复训练室、心理咨询
室等，让老人们随时可以过
来休闲、娱乐，并且都是免
费的。

“现在来这里的老人已
经越来越多了，每天这里都
会有专人值班，并且经常会
有安全及健康方面的专题讲
座。社区的老人们也很信任
我们，把这里当成了一个老
年人的娱乐场所。”石万周
说，目前龙塔街道已经有 7
个社区开放了日间照料中
心，解决了社区老人生活上
的后顾之忧。

巧手编织致富梦 日间照料中心
老人幸福驿站

7名贫困大学生获资助

孙巧玲和她织的鞋孙巧玲和她织的鞋。。

日间照料中心的休息室日间照料中心的休息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