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3月5日讯 今天，“与
雷锋同行” 中国音乐家协会新
兴音乐群体轻骑兵走基层演出
活动在雷锋家乡望城举行。艺术
家们深入社区， 与居民群众、学
生及文艺团队代表同唱学雷锋
主题新歌曲， 以此追思缅怀雷

锋，共话新时代雷锋精神。
本次活动由中国音乐家协

会主办，省音乐家协会、中共长
沙市委宣传部、长沙市文联、望
城区委、区人民政府共同承办。

■记者 刘璋景 虢灿
通讯员 李杏

音乐“轻骑兵”走进雷锋家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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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3月5日讯 3月3
日， 长沙城北首个“匠人集
市” 在开福区湘雅路街道上
麻园岭社区热闹开市，修鞋、
修锁、配钥匙、剃头修面、补
锅……老街巷里的老手艺达
人集体学雷锋， 免费在街市
上为街坊服务。“匠人雷锋们
3月来，以后都不走!”

集市上， 身高1.01米的
“矮哥”陈建华踩在高凳上麻
利地换鞋底上线， 吸引了不
少居民眼球， 不到10分钟一
双进口品牌高跟鞋修复如
新。“矮哥”是修鞋、修锁、配

钥匙一把好手。 今年53岁的
他修鞋配锁30年，“他换底修
出来的鞋子，跟新的一样。不
仅手艺出众， 而且心眼好。”
街坊们说，“矮哥” 从不多收
一分钱，看见残疾人、病人，
不仅不收钱，有时还“倒贴”，
他真的是“活雷锋”。

社区工作人员介绍，上
麻园岭老街巷里其貌不扬、
绝活在身的手艺人很多。“匠
人集市” 今后将定期在每季
度第一个月的5日开市，让街
坊邻居们享受便利。
■记者石芳宇通讯员李红姣

每周三下午4点30分，湖
南中医药大学第三教学楼15
楼中医学院的教研室都会成
为义诊室， 年逾花甲的袁振
仪教授坐诊， 免费为学生们
看病， 至今已接诊1100多例
病例。利用休息时间义诊，袁
振仪的初衷很简单：“为学生
解除痛苦的同时， 能用看病
的实际行动感染学生， 让他
们意识到中医的使命和职责
所在，而在治疗过程中，使学
生更加坚定信赖中医。”

为啥要给学生免费看
病？袁振仪说，方剂学是中医
基础通向临床的桥梁课。为
了让学生在这门学科的学习
上得心应手， 她十分注重结
合病例讲课，“学生听完后提
出自己或家人有病， 能不能
找老师看？”就这样，有学生

隔三差五求医， 她也免费给
他们看病。

此后，每到中午、晚上下
课后， 常常是一次来一二十
个人，更有外地患者凌晨2点
给袁振仪发微信求救。

由于自己年纪越来越
大，2018年秋季学期起，袁振
仪干脆固定时间和地点，每
周三在教研室义诊。 每次接
诊40人， 从下午四点半一直
要看到晚上九点以后。 外地
病患、 学生家人……仅一个
学期， 接诊的病患就超过
1100例。

“在自己看病的过程中，
学到的不仅是知识更是医
德。”接受袁振仪义诊的患者、
该校2016级中医专业学生周
伟说。 ■记者 陈舒仪 黄京

通讯员 张觅 冯文昊

本报3月5日讯 做一件好事不
难，做一辈子好事很不容易。从2013年
至今，在长沙经营包子铺的韩有兵却始
终如一做一件事———免费为附近的环
卫工提供早餐。

凌晨2点起来加做爱心早餐

3月5日早上8点， 在长沙县泉塘街
道丁家岭社区公共卫生服务中心100米
附近包点招牌下，几位身着橙红色工作
服的环卫工正有条不紊地排队领爱心
免费早餐。

“领了一杯豆浆，两个肉包。”领完
早餐的环卫工孙艳辉掰开热气腾腾的
包子， 咬完一口后带着满足感说道。52
岁的孙艳辉是长沙县本地人，在环卫工
作岗位上已工作近20年，从去年11月份
开始， 她就和这家早餐店的老板韩有兵
熟络起来。每月1日、20日、30日韩有兵基
本都会准时给她发信息， 让她带着附近
的环卫工同事前来领早餐，风雨不断。

记者了解到他为了多准备免费爱
心早餐，要比平时早起1小时，凌晨2点
就开工。“开了几家店了， 这个习惯一直
没间断过，除了回老家过年。”韩有兵说。

生活不易，传递温暖

韩有兵今年38岁，2010年他和妻子
从广东来到长沙创业开早餐店， 从糕点
“学徒”蜕变成“大师”，如今他所在这条
街200米内共有4家包子店， 唯独他家门
庭若市，天气好时排十几米长队，卖掉40
多屉糕点。

凌晨4点左右， 上早班的环卫工们
活跃在大街小巷。 韩有兵感慨， 他从
2013年在汽车东站附近经营早餐店时，
见身边的环卫工起早贪黑辛劳工作，常
常无法准点吃饭，很不容易，便主动为
环卫工提供免费爱心早餐。6年时间过
去，他仍坚持初衷。 ■记者 张洋银

本报3月5日讯 “以前了
解过， 但没学过海姆立克急救
法。”70岁的易娭毑在急救专家
的指导下学习了心肺复苏，还
有海姆立克急救法。她说，老伴
几十年来经常吃饭噎住， 学会
急救知识让她宽心不少。

今日， 由省科技新闻学会
指导、 省人民医院和望城区金
山桥街道办事处共同主办的
“急救知识送到雷锋故乡”活
动， 在望城区金山桥街道黄金
社区举行， 并授牌黄金社区为
湖南省现场救护第一目击者行
动急救科普基地示范社区。

我国每年非正常死亡人数
超过300万， 心源性猝死就达

54万， 其中80%以上的心跳骤
停都发生在医院外， 公众急救
知识普及迫在眉睫。 黄金社区
辖区内共有居民18000人，大
部分居民表示“急救知识很重
要，但是没有学过”。

省人民医院党委副书记黄
利华介绍， 黄金社区成为湖南
省急救科普基地示范社区之
后，医院将为其配备急救模型2
个， 还将定期派出医疗专家进
行讲座、义诊，并对黄金社区卫
生服务站的医生进行培训，争
取2至3年的时间让辖区内居民
都能接受到急救培训。

■记者 李琪
通讯员 周瑾容 彭亦晶

黄金社区成为省级急救科普基地示范社区
老伴吃饭总被噎住 70岁娭毑学急救

夫妻店连续6年
为环卫工提供免费早餐

“匠人集市” 开市
“矮哥”绝技补鞋忙

“雷锋医生”
免费给孩子们看病

本报3月5日讯 一颗雷锋
精神的火种，可以怎样燎原？今
天是学雷锋纪念日， 长沙市一
位老人，用他的一颗爱心，感动
了无数的心灵。

老人是湖南开关厂的一位
退休职工， 他把路人丢弃的雨
伞修理好， 送给长沙市天心区
南大桥小学的师生。 老人去年
送了30把， 今年送去51把。“请
一定别追问我是谁。”在送给学
校门卫的信中， 老人留下这样
的一句话。

去年送伞的老人又“来”了

今天下午3点左右，南大桥
小学校长李峥正在办公， 突然
接到了一个电话。

电话那端是湖南开关厂离
退休办的工作人员， 他们应一
位老人的请求， 将51把旧伞送
到学校来。“啊， 是去年的那位
老人。”李峥校长一下子就想起
那位老人， 去年曾托人给学校
送来30把雨伞， 给放学时突然
遇雨的师生使用。 这位老人不
愿意透露姓名，更不肯露面。

挂了电话后， 李峥来到校
门口， 见到了被委托来送伞的
人。“3个袋子，51把伞， 还捎来
了一封信。” 李峥郑重收下，把
伞放进传达室写着“便民伞”的
篮子。

请一定不要追问我是谁

老人在信中表示， 这些伞
都是路人丢弃的， 他进行收集
并修缮， 有些不太好用而且较

为破旧，聊以救急解困罢了。
他是谁？ 得知这位老人又

送来了爱心伞， 老师和学生都
非常好奇。但老人在信中写道：
“请一定别追问我是谁。旧伞而
已，不足挂齿”。

老人还生怕送来的伞给门
卫师傅增添麻烦， 在信中表示
歉意和谢意。

“去年我就想前去感谢，但
遭到了老人拒绝。” 李峥说。
2006年以前，南大桥小学是湖南
开关厂的子弟学校，前来送伞的
工作人员告诉李峥，老人曾是这
个学校毕业的，对学校的感情很
深，所以会有这样的善举。

旧伞，传递爱与能量

南大桥小学副校长张墨雨
表示，这个老人虽然“无名”，但
学校546名学生和34名老师却
都知道便民伞背后的故事，家
长们也都在家长群知晓了他送
伞的举动。

旧伞的背后， 传递的是无
限的爱与正能量。

学生和家长们正默默被老
人感染。张墨雨透露，在学校的
组织下， 学生和家长们共同成
立了一个“爱心基金会”，通过
平时的义卖等活动筹措资金，
帮助一些特别的孩子们。

“爱心是代际传承的。”张
墨雨表示， 老人小时在学校积
累的感情， 用爱心的方式传递
给这一代的学生们， 他们也必
将传承给未来的一代， 留下爱
心的火种，不断燎原。

■记者 李琪

神秘老人赠伞母校：别问我是谁
他修缮旧伞供师生应急 去年送了30把，今年送去51把

“匠人集市”上，“矮哥”陈建华麻利地为居民们换鞋底上线。 通讯员 李红姣 摄

身边“活雷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