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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牛丽君

职业：伊滨一高教师

新年愿望：搬进新校区住上新房子

姓名：樊东昌

身份：庞村镇某公司工人

新年愿望：结婚娶媳妇

姓名：刘凤卿

身份：农家书屋管理员

新年愿望：考取驾照

姓名：王晓婕

身份：下岗职工

新年愿望：早日当上城里人

姓名：冯红卫

身份：李村镇李南社区居民

新年愿望：开车自驾游

姓名：阳阳

身份：小店店主

新年愿望：再开个分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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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 日 新 城

免费写春联 红火过大年

“俺上街买年货，没想到遇见免费写春联。不花钱就能把春联拿
回家，遇到这样的好事，真是高兴！”12月24日上午，张银成拿着10副
春联，笑得合不拢嘴。

张银成是李村镇偏桥社区2组的居民，他上街买年货，发现李村
镇政府旁边的便民服务站门前围了一圈人，很热闹。他凑过去一看，
原来是免费写春联的，就立即排队领号。

据了解，这次上街写春联是由区创建办主办的系列志愿者活动之
一，以“新年送春联，温情暖伊滨”为主题，组织了20余位懂书法的志
愿者免费为大家写春联。

今年23岁的大学生宫皎瑾就是这次写春联活动的志愿者之一。
她在四川师范大学学的是国画专业，这次放寒假回家，听说了这次志
愿者活动，就积极报名了。她说：“写春联是很有意思的事，我在大学
里学国画，也学书法，这次回家能有机会为大家写春联，我很开心。”

李村镇上庄社区2组的韩留栓正在晾晒墨迹未干的春联，他说：
“我喜欢现写的春联，街上卖的春联都是印好的，感觉没意思。听说今
天在这里免费写春联，我一大早就来了，这样的春联贴在家门口，比较
特别。”

李东社区的杨大姐看见要春联的人比较多，就主动帮别人裁红
纸、抄春联，忙得不亦乐乎。她说：“我虽然只有初中文化，可也觉得，
街上印好的春联方便是方便，就是缺少年味儿。今天大家一起写春
联，裁纸，觉得小时候的年味儿又回来了。”

很多群众围在一起，这个说要“几点雪花几点雨，半含冬景半含
春”，那个说要“万顷芙蓉新出水，千条杨柳绿迎春”……还有一个群众
特意要求写一副“日行千里，夜行八百”，想贴在自己家今年刚买的面
包车上。另一位群众要求写几张“树木兴旺”，准备贴在自家承包的果
树园里。

年龄最大的志愿者是李北社区的孙新营大爷。他已经 70 多岁
了，但依旧蘸墨挥毫，手不停笔，一连写了20多副对联。虽然是冬天，
他的头上却冒出了汗珠。他说：“这么多人在一起写春联，这么多群众
喜欢春联，说明咱们伊滨区的群众还是有文化的，累也高兴。”

据统计，活动当天前来要春联的群众约500人次，送出4000余副
春联。 （陈晓辉 徐洪水 于湉）

【新闻背景】 寇店镇李家寨村小

文杰的手术费有着落了，庞村镇西庞村的
困难家庭有人送去年货了，佃庄镇倪庄村
的倪清杰父子俩收到各界捐款，李村镇志
愿者上街免费写春联、贫寒家庭小学生收
到了学习用品和捐款……2013 年初，爱心
在伊滨区汇成了暖流，温暖了这个冬天。

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是一粒粒散乱的
珠子，家人用亲情之线串起来，朋友用友情
之线串起来，师长用仁德之线串起来……
遇到他人之难，他人之需，就让我们贡献一

份爱心，奉献一份友情，构成维系这个社会的一根看不见的柔韧的线。
社会需要爱心。一个没有爱的社会就像是天空没有了太阳。雨

果说：人生是花，而爱是花蜜。在我们成长的过程中，我们每个人都
得到了来自家庭的爱、来自老师的爱和来自社会的爱，我们在爱的
阳光下成长。拥有了爱心就要懂得珍惜、懂得感恩，就要尽自己的
能力去回报社会，回报亲情，去帮助那些更需要帮助的人。

爱心连接你我。有这样一个故事：有个人的车深夜在路上抛锚
了，一个陌生人过来帮他。当他问及好心人的姓名时，那人说：“只要
你帮助十个人，就算是对我的回报。”于是他帮助了十个人，对每个受
到帮助的人的要求，也是让他们帮助十个人。后来有一天，他的儿子
在路上迷路，被陌生人送回家。这个陌生人说，因为有人帮助了他，对
他的要求是帮助十个人。在这个故事里，爱心像雪球越滚越大，在一
个有爱心的社会里，每个人都会尝到爱心的甜蜜与快乐。即使付出的
爱没有收获回报，能够帮助别人，本身就是一种幸福。

爱心不分大小。上学的孩子从生活费里挤出几块钱，捐给需要做
手术的孩子；家庭主妇省一点日常开销，送给患病的乡亲；成功的企业
家拿出一部分利润，买来物品送给困难家庭……人的能力有大有小，
但只要能想到去帮助别人，尽力去帮助别人，就值得我们尊重和赞美。

泰山不拒细壤，故能成其高；江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一句温
暖的话语、一副喜庆的春联、一次充满爱心的捐助……我们完全有理
由相信，伊滨的明天会像花儿带着露珠般开放，会像小鸟迎着朝阳般
歌唱。大爱伊滨，大美伊滨。 （陈晓辉 耿晓洁）

大爱伊滨 温暖寒冬

杨师傅正在给客人配钥匙。

1月22日，上午9：30，诸葛菜市
场，卖菜的、割肉的、修车的……人来
人往，熙熙攘攘。此时，修鞋匠杨龙
海正忙得不亦乐乎。

杨龙海今年 52 岁，在诸葛菜市
场摆摊修鞋已经23年了。

不过十分钟，杨师傅就接了7笔
“生意”——3 人换拉链，4 人配钥
匙。杨师傅一边熟练地调试拉链，一
边接过顾客的钥匙，期间，还有几位
顾客匆忙放下手中的鞋子，就离开
了。杨师傅说：“这些都是熟人，常来
这儿修鞋。”细数周边散落的鞋子，已
有五双鞋在排着队了。

“杨师傅人实诚，手艺也好，俺掌
柜常来这儿配钥匙，修鞋。”一位顾客
告诉笔者。

虽然起早贪黑，挣钱不多，但杨
师傅依然对修鞋这行乐此不疲，熟悉
他的人都说，杨师傅可乐观了，没啥
事能难住他。

但女儿的婚事可真难住了杨师
傅。

杨师傅家有三个孩子，老大和老
三是男孩，已经结婚，他的大孙子也
快两岁了，去年年底，他的小孙子也
出生了。杨师傅说，眼下只剩下在外
打工的老二闺女，还没结婚。

“2013年，俺最大的愿望就是希
望女儿能找个好婆家，红红火火地过
日子。”杨师傅说。（张晓晨 文/图）

姓名：杨龙海

身份：修鞋匠

新年愿望：女儿的婚事有着落

“新校区面积是现在学校面积的两
倍多、塑胶操场、多媒体教室、班班通、
自饮水……哪一项都很美，我咋可能不
期待？”提起伊滨一高的新校区，人近中
年的牛丽君脸上现出孩子般的喜悦神
情。

十几年的教学生涯很平淡，新校区就
是点亮她平凡日子的小火苗，对牛丽君来

说，这就是她的新年愿望。
2012 年 12 月份，区教育中心

组织各学校骨干教师去山西太
古二中考查学习，牛丽君就是其

中之一。通过观
看资料片、听经验
介绍、与代课教师
交流、观摩课堂教

学、实地参观等形式，其先进的办学条
件、超前的教育理念给她留下了深刻的
印象。学习回来之后，牛丽君和其他去
学习的老师每人都写了一份课改方案，
目前正在实验、研讨阶段。牛丽君说：

“2013 年，要是能把太古的教学模式在新
校区大力推行，肯定能提高学生的积极
性，提高教学水平，那时候老师们上课就
有劲了。”

除了工作愿望之外，牛丽君还有个
生活愿望。她家在彤辉买了房子，2013
年中旬交工，牛丽君说：“希望年底能住
上煤气、暖气、天然气三气全通的新房，
当上真正的市民，好好享受新区开发带
来 的 实 惠 ，这 样 的 日 子 想 想 就 得 劲
儿！” （苗君甫）

樊东昌说：“2013 年把媳
妇娶回家，是我一生中最幸福
的事。”

樊东昌在庞村镇某公司做
剪板工，每个月能挣三四千元，
活多的时候，每个月能挣五六
千。公司看这个小伙子踏实能
干，就给他介绍了一位姑娘。
樊东昌不好意思地说：“那个姑
娘说话声音很好听，长得也漂
亮，我一眼就相中了。”后来接
触了几次，他发现姑娘不但漂
亮，还心地善良孝顺父母。姑
娘也很喜欢他，觉得他会照顾
人，有责任感。两家人商量好，
准备在蛇年二月二订婚。

樊东昌开心地说，自己这
些年已经攒够了结婚的费用，
家里打算给他买一辆车作为订
婚礼物。车型已经看好了，过
完春节他就和未婚妻一起把车
开回家！ （陈晓辉 文/图）

今年35岁的刘凤卿是李村镇西李社区
农家书屋管理员。

去年8月，村里有了农家书屋后，她就喜
爱上了自己管理的这一片小天地。除了每
天做好书屋图书的记录、整理、归档外，她还
会自己抽时间看书，有时还建议和鼓励村里
的姐妹们多看书，多学习。

过去的一年，对刘凤卿来说，无疑是幸
福的。家里四口人，丈夫是货车司机，在
外挣钱养家；两个孩子，大儿子 10 岁，学习
成绩在班里一直名列前茅，不用她操心；

小儿子快 4 岁了，上幼儿园，也很懂事；家
里的各项杂事她都处理得井井有条。此
外，双方父母身体健康，再没有比这更令
她高兴的了。

刘凤卿告诉笔者，她最大的遗憾是——
双方父母年纪都大了，很少有机会到外面看
看。作为晚辈的她，和老公商量着要带父母
出去转转，可老公却一直很忙。

“今年，我一定要考个驾照。”刘凤卿说，
“到时带上父母、孩子去旅游，第一站就去近
一点的重渡沟。” （张晓晨）

说起自驾游，家住李村镇李南社区的冯红卫，喜悦之
情溢于言表。他说：“我2011年取得驾照，2012年买了车，
2013年要带全家出去好好逛一逛！”

冯红卫今年40岁，在一家钢制办公家具厂当车间主任
已经十多年了。家有3个女儿，都在上学。他说，前些年孩
子小，家里经济条件不是太好，日子一直紧巴巴的。现在
终于有了一些积蓄，去年就买了一辆面包车。冯红卫自豪
地说：“我买的车是高配版，花了五万多，加上各类手续已
超过六万，在面包车里属于高档的。现在农民的日子好
了，自驾游不再是城里人的专利！”

笔者问，你为啥不买小汽车呢？冯红卫说：“虽然小汽
车也能坐得下我家五口人，可是面包车拉的人多，要是村
里有人想趁车啥的，能多坐好几个人，比小汽车方便实
惠。”

问及冯红卫打算去哪儿旅游时，他说，我现在开车还
不是很熟练，打算2013年先去比较近的地方。春节高速公
路免费通行，我准备春节那天开车带全家去少林寺转转，
别看少林寺不远，孩子们还从没去过呢！（陈晓辉）

“啥时候俺不种地也能享受‘双千斤’粮补款该多好！”
提及新年愿望，王大姐爽快地说。

王大姐大名叫王晓婕，是诸葛镇司马社区 12 村民组
人，今年40多岁，家里种了2亩地。老伴儿常年外出打工，
家有一儿一女，女儿正上高中，儿子读初中。

王大姐以前在水泥二厂上班，前几年因公司效益不
好，下岗回了家。刚失业那阵子，王大姐开过饭店，做过包
装活，到超市干过理货员，还当过月嫂，可这些都不是她心
仪的工作，工资也不高，仅能勉强维持一家人的生计而已。

现如今，王大姐找到了一份比较满意的工作——当资
料保管员——这活儿相对比较轻简，每个月能挣一两千
块，基本够一家人的花销，可就是没有双休日，还顾不上地
里的活儿。

“为啥不租给别人种呢？”笔者问道。
“谁稀罕种呢，好赖出去打个工，一个月的收入都能抵

得上一年种地的收入。”王大姐说。前两年，村里搞农业项
目，她家的2亩地被租用，倒是省了她不少心。这两年，咱
这儿要搞开发了，听说又要征地，她高兴得不得了，哪料
想，她家的地没在规划范围内，不种吧，荒着怕别人说咱
懒！

“一年投资也不少哇，犁、耙、种、收，种子、农药、化肥
哪一样不投资都不中，算下来得七八百块，人工都不敢算，
一亩地充其量打个八九百斤，值千把块，真不划算！”王大
姐扳起指头算账时对“双千斤”政策羡慕不已。

“叫俺说句心里话，开发是好事儿，越快越好，俺巴着
不种地，有收成，住高楼，坐电梯，生活节节高！”王大姐直
言不讳地说。 （王振华）

定型啫哩、发卡、发箍……就靠
这些简单的工具，90后女孩阳阳可以
盘出韩式大辫、淑女情结、一网情深、
手撕花、鱼尾辫、头箍辫、招财等数十
种发型。

两年前，阳阳在我区李村镇开了
家小店，专门给人盘头，短短两年间，
已经有很多人接受了这种被称为“生
活盘头”的美化。阳阳说，每天来店
里盘头的人，各个年龄层的都有，最
大的50多岁，最小的3岁。

李村镇自从划入了城市规划区，
化个精致的妆、盘个漂亮的头，已经
被越来越多的人接受。阳阳说，2013
年，我最大的愿望是在洛阳师范学院
附近开个分店。（苗君甫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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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旧岁除，新春到。在这辞旧迎新的日子里，我们每个人

都对新的一年充满了期待，这其中有对幸福生活的向往，也有对未来

的美好憧憬。近日，笔者走访了我区部分群众，让我们一起听听他们

的新年愿望吧！

晒 晒 咱 的 新 年 愿 望

英俊帅气的樊东昌。

志愿者为群众写春联。 陈晓辉 摄

顾客正在店里做发型。

一事一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