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12月18日讯“谢谢大家对
春霖的关心。”今天，李爸爸颤抖着
右手，在笔记本上写下这样一句话，
让记者转达对广大爱心人士的感
谢。

“90后”李春霖辞职带着瘫痪父
亲开包子店创业， 但因包子口感不
好，小店迟迟没能开门（详见本报12
月14日A13版）。 小李的故事引发广
泛关注，来自全国各地的200多名好
心人打来电话，有的给他支招，有人
送上鼓励。

90后小伙电话被打爆
“我来自江苏淮安，有什么不会

的地方可以问我。”“和面要加蛋，放
久一点。”“肉馅一般是3斤瘦肉、7斤
肥肉。”……短短3天时间，李春霖的
手机接到来自各地的100多条支招
短信。

“还有好多人直接打来电话，从
早到晚一直没断过， 手机一下子就
没电了。”李春霖说，信息和电话大多
是面点高手向他传授做包子的技
巧， 还有一些爱心人士鼓励他克服
困难，创业、照顾父亲两不误，做“90
后”的榜样。长沙一名医学教授还指
导他如何更好地照顾父亲， 并答应
过段时间来看望父亲。

口感欠佳仍关门苦练
再次见到李春霖， 他紧蹙的眉

头已舒展一些。“我正在调整制作方
法，还尝试了酵母法。”

在众多高手的指点下， 李春霖
的包子已基本成功，但他觉得“口感
还不是很好，还可以提高。”要求严苛
的李春霖仍然没有开门做生意的意

思，“虽然看上去差不多，但专业的面
点师傅一吃就能吃出来，我的包子还
不够完美，要做就做最好，我再练几
天！”李春霖信心满满地说。

校党委书记带队买包子
李春霖带着父亲开店的故事传

回母校湖南铁道职业技术学院后，引
发强烈反响。昨天上午，该校党委书
记钟建宁与十余名学校领导、志愿者
一起来到李春霖的包子店。

“在他身上， 你能看到新一代年
轻人的责任、担当，以及创业精神。”
钟建宁说，他被李春霖孝父创业的故
事所打动， 已号召全校师生向他学
习。

钟建宁还表示，可为李春霖申报
无息贷款，尽快帮其将包子店粉刷一
新，并派驻学校食堂面点师傅指导李
春霖做包子。“钟书记勉励我克服眼
前的苦难，把店开好，大家还买走了
我七八十个包子。” 母校领导的鼓励
让李春霖颇为感动，“大家这么帮我，
我没有理由不坚持。”

瘫痪父亲提笔谢恩
各方的关心和帮助，让瘫痪在床

的李爸爸也坐不住了。 今天上午，老
人意识变得清醒，他让儿子找来纸和
笔，颤抖着写下“谢谢大家对春霖的
关心。”

望着父亲弯弯曲曲的一行字，李
春霖眼睛通红， 他悄悄抹掉泪水，然
后帮父亲穿好衣服，扶父亲走下狭窄
昏暗的楼梯，来到店外散步。外面仍
阴雨绵绵， 父子俩似乎并不觉得冷，
一起走了长长一段路。

■记者 李永亮 通讯员 徐敏

《90后孝子辞工带瘫痪父亲开包子店》后续

全国高手给他支招
实诚的李春霖仍在苦练

本报12月18日讯 今天下午， 株洲
六旬老人陈菊婷的遗体捐献仪式在湖南
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举行。 她是该市首
位遗体捐献者，平时热心公益活动，被人
称为“菊花奶奶”。让人感动的是，她的丈
夫、 儿子都表示， 愿无偿捐献自己的遗
体。

【现场】 最平静的告别
下午2点， 捐献仪式正式开始，湖

南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人体形态实验
室内庄严肃穆， 陈菊婷静静地躺在实
验台上。当日零点30分，陈病逝于株洲
县中医院，上午10时许，家人遵照其遗
愿， 将其遗体运至湖南中医药高等专
科学校。

株洲市文明办、 红十字会等部门的
负责人， 以及一百多名学生代表参加了
仪式，仪式十分简短，大家集体默哀，向
遗体鞠躬告别。

“捐献遗体对医学研究有好处，这是
好事，我们完全支持。”陈菊婷的丈夫陈
保元平静地说。

“人死了还能帮助别人，这是我们对
社会最后的贡献。”儿子陈洋说，他和父
亲将来也会捐献遗体。

“这是我见过最平静的遗体告别仪
式。”一名自发参加仪式的市民说。

【心愿】 希望解除他人痛苦

陈菊婷今年61岁，株洲县某企业退休
工人，2008年10月被诊断患有直肠癌。

“知道自己得病她就跟我说， 想把遗
体捐了。希望通过解剖自己的尸体找到直
肠癌的病原，让其他患者解除病痛。”丈夫
陈保元在株洲县五中做后勤工作， 他说，
自己和儿子陈洋都支持妻子的决定，“但
家里长辈不同意，后来经过做工作，大家
还是同意了。”

陈菊婷一家条件并不好，她退休后靠
帮人打扫卫生赚钱。 尽管收入微薄，但
2008年汶川大地震她和家人还是捐了款，
陈菊婷还加入了义工组织，经常参与爱心
活动。在她的影响下，儿子陈洋也成了一
名义工。

【影响】 40多人登记捐献遗体
“这是一具非常珍贵的医学样本，我

们将尊重、爱护好‘菊花奶奶’的遗体，重
点对其病理结构进行切片研究，让其发挥
更大的教学、科研价值。”湖南中医药高等
专科学校校长郭争鸣说。

株洲市红十字会副会长张国勇介绍，
受陈菊婷老人的影响，目前该市有40多人
登记捐献遗体（组织）。

■记者 李永亮 通讯员 唐红宇 张爱军

本报12月18日讯 飞机缓缓降落，
新郎倌走下来牵手新娘，一对新人幸福
地坐着飞机向蓝天飞去……这不是偶
像剧，浪漫的“飞机接亲”有望明年在长
沙上演。今天，我省惟一一家具有国家
认可资质的通用航空公司订购了一架
固定翼飞机，专业飞行员介绍说，驾着
它，不仅可以运输、救援，还可以作为
“婚机”出租。

养得起奔驰就养得起飞机
现在，买架私人飞机已不算什么新

鲜事了，价格与一辆豪车相当，但飞机
买来了怎么开、怎么维护，有什么要求？
私人航空公司应运而生。

资深飞行员谢先生毕业于河南安
阳航校，从事航空业务15年，在他的办
公桌上摆放着两架飞机模型。

谢先生介绍，固定翼飞机的型号为
Cessna�C172S-GA，单引擎4座，续航
里程为1300—1400公里，油耗约50升/
小时，能来回长沙至广州一次，售价约
为人民币270万元， 此次购买的就是这
种飞机，将于明年投入使用；直升机型
号为Robinson�44II， 售价约400多万
元。

虽然直升机起降比较方便，对场地
要求低， 但不如固定翼飞机飞得快、飞
得高。“这两架飞机是目前世界上保有
量最多、技术最成熟、故障率最低的飞
机。”

谢先生说，飞机的维护和保养与汽
车有很大区别， 一般是按飞行时间计
划，具体可分为航前、航后例行检查，每
飞行25小时就需保养，飞行2000小时发
动机必须大修。

以 Cessna� C172S—GA为例 ，航

前、航后费用约200元，小保养费用2000元
左右，但2000小时大修的费用则要看具体
情况，“用得多自然保养也多，平均算下来，
大概与奔驰S级轿车的花费持平。”

身体健康就能考飞行私照
“现阶段飞行私照的准入标准很低，只

要不是身患严重疾病， 大部分市民都能申
请。”谢先生介绍，飞行私照和商业执照的
区别很大，因为私照不以盈利性为目的，所
以门槛较低。

飞行私照的培训分为飞行理论、 飞行
训练和考试三大部分。若一切顺利，学员在
一个月内就能拿到飞行私照，其中包含40
个小时的飞行训练和5小时的理论学习。

“考一张飞行私照的费用在20万元以
内。”谢先生说，其中大部分费用是培训时
用掉的航空燃料， 目前国内航空燃料价格
约为2万多元一吨，其次为飞机使用成本和
人力资源成本。

私人飞机上天得有“四证”
“私人买飞机不难，但想开上天，要办

的手续可不少。”谢先生说，私人在购买飞
机之前得先向航管部门报备， 取得许可之
后才能购买符合国家相关标准的飞机。

据悉，飞机上天必须具备适航证、无线
电许可证、国籍登记证和飞行员驾驶证。而
且，即使证件齐全，飞机还得挂靠在合法公
司名下，才能具备申请航线的资格，否则不
能飞行。“所以，有些人即使买得起飞机，如
果证件不全，也只能当作私人收藏。”

谢先生还介绍， 由于飞机属于精密机
械，私人根本不具备机库、技师等专业设备
和人员， 所以国外私人飞机机主大都会选
择托管。

■记者 陈昂

她是株洲首位遗体捐献者，她的决定获得全家支持

“菊花奶奶”一家三口
都要捐献遗体

12月18日，湖南九城通用航空，专业飞行员正在用模型机讲解。 记者 李丹 摄

飞机的牌照就是飞机尾翼上的5位字母与数字的
组合。我国飞机牌照的首字母都为大写英文数字“B”，
其后4位为数字与字母的组合。 飞机牌照也是飞机的
唯一识别码，表明了飞机的国籍和编号。飞机也有牌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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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又添私人机，明年可租来接亲
揭秘：上天得有“四证”，飞行驾照不难考，养飞机就像养大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