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爱心送考”启动第一天，报名就很火热

雷锋车队再度加入送考队伍

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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牡丹区都司镇“第一书记”

送来电视、冰箱

敬老院清凉度夏

本报菏泽5月21日讯(记者

李德领 ) “老人们又可以

看上电视了。”看着崭新的新

电视机，牡丹区都司镇敬老院

院长郭心争高兴地说。21日上

午，牡丹区都司镇都司社区

“第一书记”郑茂伟联系企业

为当地敬老院送去电视机和

冰箱。

看着崭新的家电，敬老院

的老人们很高兴，聚在一起扭

起了秧歌。“以前敬老院有电

视，前段时间坏了，每次吃完饭

后也没有了娱乐项目，这台电

视机太及时了。现在天气越来

越热，冰箱也很适用，真是谢谢

‘第一书记’。”郭心争说。据了

解，目前该敬老院有60余名老

人，由于没有其他娱乐项目，他

们只能在敬老院内扭秧歌。

“前段时间在敬老院走访

时，发现这里的电视机坏了，

目前天气也逐渐热了起来，有

些吃不完的饭菜更容易坏掉。

了解情况后，便与爱心企业联

系 给 他 们 捐 赠 电 视 机 和 冰

箱。”郑茂伟说。

据创维集团临沂分公司

菏泽办事处经理宋延杰介绍，

他们不仅为该镇敬老院捐赠

了电视机与冰箱，还为该镇的

民政优抚对象、军人家属、老

党员等发放了400张惠民资助

卡。“凭着资助卡到店里买电

视机、冰箱，在享受优惠的同

时还可以给他们分别降低500

元、300元。”

据了解，“第一书记”郑茂

伟自从去年4月份到驻村报到

后，不仅关心困难群众生活和

经济发展，而且重视村民的精

神文化生活。一年来他走访、

调研，了解群众对生活的愿

望、对经济收入的期望，了解

他们目前存在的困难和矛盾，

并联系相关部门给予帮助，赢

得大家广泛好评。

要想让盲人生活得好
就要教给他一技之长
菏泽第一位推拿专业的盲人大学生黄保民投身教育十年如一日
本报记者 张歆然 李德领

最大愿望是学生能更好生活

几天前，黄保民收到了一条
已经毕业的学生发来的感谢短
信，短信中说他一个月已能挣
3000多元，晚上到公园摆个摊还
能多赚些钱。

黄保民告诉记者，这名学生
26岁时突然失明，精神上受到了
严重的打击，妻子也和他闹起

离婚，让他一度产生了轻生的
念头。来到特教中心后，黄保民
一边教授他针灸推拿技能，一
边开导他要积极面对以后的生
活。

如今，这名学生已重新融入
社会，并且还是店里的大师傅，

“他给我打电话的时候，状态和刚

来学校时完全不同，跟我说，‘黄
老师，我现在的日子过的多好不，
晚上老板还会给弄瓶小酒喝，以
前没失明的时候在外面打工哪有
这种待遇’。”

黄保民说，这并不是个例，
很多刚刚失明的学生不能接受
现实，觉得自己很不幸。在教学

的同时，黄保民还要负责开导
他们。在传授一技之长的同时，
黄保民和众多的特殊教育从事
者一起，挽回了不计其数走向
绝望的生命。

而每当看到自己的学生能生
活得更好，黄保民总有一种无以
言表的欣慰感。

不与人比，选择了就要安贫

1999年黄保民毕业时，面临
着多种选择。长春大学在当时可
以说是盲人的最高学府，黄保民
当属针灸推拿领域的佼佼者。

“当时可以选择去自己创业，
开一个推拿按摩店，也可以去一
些大医院的针灸科当医生，这些

都是不错的选择，但我想，那样的
话我才能治几个病人？如果能成
为一名老师，可以教会更多的盲
人这项本领，不仅解决了他们的
生活问题，还能够服务更多的
人。”黄保民说，想到这些他觉得
能成为一名专业教师更有意义，

10多年后他依然认为自己当初的
选择是正确的，每天和学生们打
交道也让他觉得自己的内心依然
单纯，从未长大。

现在，黄保民在大学同学当中
并不算高收入者，但他却生活得很
快乐。“我的一个同学在青岛自己

开了一家按摩店，现在已经拥有了
一套170平方米的门市房和两套住
房，他一个月挣的钱可能比我一年
挣的都多。但我们校长曾经说过一
句话，‘作为一名老师，要有一个安
贫的境界，想赚大钱就别来当老
师’。”黄保民很知足，也很满足。

让更多的盲人掌握一技之长

整洁的浅色衣裤、一尘不染
的黑色皮鞋、带着金属框眼镜的
黄保民看起来特别斯文。进出办
公室、上下楼梯，黄保民步伐稳
健，让人难以看出他是个盲人。

黄保民，今年37岁，是一名有

着 1 0余年教龄的“老教师”了。
1999年黄保民毕业于长春大学特
教学院针灸推拿专业，成为了菏
泽第一位推拿专业的盲人大学
生。毕业两年后，黄保民在2011年
2月进入菏泽特教中心成为了一

名专业老师，一干就是10多年。
黄保民在1岁时因得病导致

眼睛残疾，只有微弱的视力。他
认为，对于身有残疾的人来说，
必须要掌握一技之长。这是维
持生活的本领，也是活下去的

动力，只有这样，才能让残疾人
的生活更好。

也正是这样一种想法，让
黄保民毅然投入到盲人教育事
业中，培养更多的盲人掌握生
存技巧。

本报菏泽5月21日讯 (记者
张歆然) 本报“爱心送考”活动再
次启动，报名热线响个不停，不断
有爱心人士咨询报名事宜。已连续
10年免费接送考生的“雷锋车队”
再次集体加入本活动，并通过“爱
心送考”平台呼吁更多的人奉献爱
心。

连续10年免费接送考生，菏泽
雷锋车队俨然已成为菏泽的“爱心
品牌”，成为参与本报“爱心送考”
活动人员的榜样。“今年雷锋车队

还参加爱心送考吗？”在本报征集
车辆期间，不少报名者总要这么问
上一句，雷锋车队每年高考期间免
费接送考生的传统，在菏泽已家喻
户晓，也有不少报名者是为了追寻
榜样的脚步。

21日中午，菏泽金盾出租车公
司总经理杨绍伟打来电话，为“雷
锋车队”集体报名继续参加今年的

“爱心送考”活动。杨绍伟在电话中
对记者说，一辆车一天不过能接送
8-10名考生，整场高考下来也不过

能接送几百名学生，但重要的是参
与并宣传这种互帮互助的精神，带
动更多的人奉献爱心。

菏泽亚太野马4S店工作人员董
磊一大早就打来电话咨询如何报名
参加“爱心送考”，这是他们第一次
参加本活动。董磊说，对于汽车4S店
来说，能依托公司优势，参加这样的
公益活动，为考生特别是有困难的
考生提供方便，是他们应该做的。在
经过商议和探讨后，他们决定提供
两辆5座轿车免费接送考生。

“要想让盲人生
活得更好，就要有一
技之长。”黄保民是菏
泽第一位推拿专业的
盲人大学生，10多年的
教学历程让他更加懂
得这个道理。1 0多年
中，他培养出了不计
其数的优秀按摩师，
也挽回了众多濒临绝
望的生命。

奉献一份爱心，为高考学子保驾护航！参与本次爱心活动
的车辆将统一标注服务标牌。届时，有接送需要的考生看到贴
有服务标牌的车辆，出示相关证件后便可免费乘坐到考点。如
有紧急或突发情况，身边又没有可乘车辆，也可拨打本报热线
电话，我们将安排最近的车辆出行接送。“爱心送考”报名热
线：6330018，18253098088。

黄保民正在给学生
们批改作业。

本报记者 张歆然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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