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月8日，长沙向东南社区，74岁
的欧阳师傅在修伞。靠这门手艺，他
在长沙买了房。

11月8日上午，邵阳市第一人民医院，三名失聪孩子做完人工耳蜗手术后出院。

本报11月8日讯 74岁的欧阳师傅
是个修伞匠，身体健朗，眼能穿针、手能
走线。 今天， 长沙市天心区向东南社区
10栋，老师傅坐在跟随了自己十几年的
老木箱前， 双手灵活地在伞架间游走。
“学这门手艺的人越来越少，真要后继无
人啦。”三十多年了，欧阳师傅一直干着
修伞这一老行当，现在找不到专心学艺
的徒弟，这让他很感慨。

靠修伞在长沙买房安家

欧阳师傅全名欧阳群芳， 永州人，
1980年来到长沙， 靠着过硬的修伞手
艺，在这个陌生的城市谋得了一席之地，
也见证了长沙城的发展。

“背着修伞摊走过街、串过巷，以前
就在老火车站、东牌楼那边，现在在建湘
南路附近沿街吆喝。”经过三十多年的打
拼， 欧阳师傅如今有了一套属于自己的
小居室， 吃穿都能自给。“现在年轻人都
说买房难，我一个修伞的，靠双手也挣到
了自己的家。” 欧阳师傅觉得很欣慰、很
自豪。

“上世纪八十年代修的伞大多是长
柄伞，黑色的为主，到了九十年代颜色就
多了，还是长柄伞多。”欧阳师傅说，伞的
变化就像生活，“现在基本上都是折叠
伞，方便又好看。”伞漂亮了，修伞的生意
却越来越差，“现在人手头富裕了， 一把
伞坏了就丢，丢了再买，来修伞的人越来
越少，主要是老人。”

常为邻居免费修伞

正聊着， 有人拿着一把几乎散架的
伞过来修。 欧阳师傅一看， 少了一个配
件，摊子上正好没有，他冒着雨去附近一
家店购买。

10多分钟后， 欧阳师傅把伞修好，
对方问价格， 他只收了个配件钱。“修伞
挺费时的， 有时我修一把伞的时间都能
配几十片钥匙了。”欧阳师傅的小摊主要
收入是修鞋和配钥匙，“现在修伞赚不了
几个钱，徒弟也收不到，有时候我修个伞
也不想收钱，主要是方便大家。只要身体
允许，我会一直在这修伞，助人为乐嘛。”
欧阳师傅笑着说。（长沙王先生提供线
索，奖励30元）

■记者 李琪 实习生 杨柳青青

74岁修伞匠
靠手艺在长买房安家
自豪：辛勤打拼自给自足
遗憾：徒弟难找后继无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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匿名人捐款 万
3孩子获救寻恩人
家长贴寻恩启事感谢“隆回好心人”

新闻链接

湖南人工耳蜗扶贫援助项目
助500多名失聪儿童回归有声世界

“我们想把孩子的眼角
膜捐出去， 这样就能让其他
的人代替儿子多看看这个美
好的世界。”当常德的王兰夫
妇（化名）得知自己10多岁的
儿子肝癌晚期、 生命将不超
过半年之时， 夫妇俩做了一
个惊人的决定： 瞒着儿子捐
出其眼角膜， 为需要的人留
存光明。

王兰的儿子炜炜（化名）
是常德一名普通的初中学生。
今年5月起， 炜炜腹部开始出
奇胀痛，人也莫名消瘦，后确
诊为原发性肝癌晚期。所有人
都小心翼翼地对炜炜隐瞒着
他的真实病情。他们都鼓励炜
炜：“你只是生了小病，很快就
能回到校园读书。”

炜炜患病住院期间，学
校为其募捐了3万多元爱心
款， 老师和同学们也隔三差

五来探望， 这让炜炜的心情
越来越好。王兰夫妇总觉得，
应该做点什么来回报社会。
“希望儿子可以通过别人的
眼睛继续看这个世界。”

湖南告成律师事务所雷
志锋律师表示，10岁多的孩
子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父
母作为其法定代理人， 只能
代为决定对其有利的事项。
角膜捐赠是否符合孩子本人
利益， 显然并不能确定。因
此， 生前捐赠不符合法律规
定。 但孩子过世后的遗体处
置，父母是可以决定的，何况
本例中父母的行为是为了社
会贡献，道德上值得赞扬。

■记者 聂诗茼

儿患肝癌晚期 父母欲捐其眼角膜

如果靠自己赚钱， 邵阳隆回34岁的钱射端需要
15年才赚够20万，那时，女儿钱爱弟已经20岁，早就
过了做人工耳蜗的最佳时间。 就在一家人无助的时
候，10月，聋哑学校老师通知他，有人匿名捐出34.5万
元，可为孩子免费安装人工耳蜗。同样幸运的还有学
校的另外两个孩子，杨娟和杨亦芬。

“我们想知道恩人是谁。” 11月8日上午， 三个小
孩相继出院。他们的家长在大街上贴出“寻恩启事”，
想用这个笨办法找到这位好心人。

“妈妈，你怎么不说话？”

钱爸爸说，钱爱弟以前会说会笑，性格乖巧。父
母在广东打工， 爷爷奶奶带着她在隆回一个小村子
里生活。去年10月，小女孩患上感冒，爷爷奶奶带她
到当地赤脚医生那里吃药打针，后来有一天，孩子和
妈妈通电话，突然说了一句：妈妈，你怎么不说话？妈
妈意识到，孩子可能听不见了。

接受捐赠的另一个孩子叫杨娟，3岁，去年6月出
现上吐下泻症状后，孩子也患上耳疾，无法听见。

第三个小孩是6岁的杨亦芬， 属于先天性的耳
聋，父母从没听孩子叫过一声“爸爸妈妈”。

进入聋哑学校获救助

3个家庭因为同样的不幸认识了。父母们都放弃
了外出打工， 他们的孩子都去了隆回一所聋儿言语
康复学校。学校不大，来自隆回各个乡的26个小孩子
聚集于此。学校的校长叫周伟花，创办学校的原因很
简单：她自己的女儿也患有耳疾。“当时是10月份，听
说有人会捐助我们学校的孩子， 我真的是开心极
了。”周伟花说，经过湘雅医院专家团的评估、筛选，
钱爱弟、杨娟和杨亦芬符合安装条件。

手术成功，家长想寻找恩人

10月30日，3个孩子进入邵阳市第一人民医院。
因为有了捐款，原本需要家长支出的5000元也免了。

11月8日上午，小孩们都出院了，三家人一碰头，
第一时间就去了隆回县残联，找到了残联理事长袁清
球。“对方只希望孩子们像正常孩子一样听到声音，并
不想出名。”袁理事长透露，捐助者就是隆回当地人，手
术当天曾去医院看过孩子，但大家都没认出来。

因为安装的人工耳蜗还没有开机，3个孩子还听
不到外面的声音， 但当父母教他们说出模糊的“谢
谢”时，多年从事残疾人工作的理事长袁清球也忍不
住流下了眼泪。 ■记者 杨艳

2006年起，湖南省研究决
定建立人工耳蜗植入中心，
安排经费500多万元，用于人
工耳蜗植入中心建设。 每例
受助贫困聋儿可获得省财政
3万元补助，并可享受新型农
村合作医疗报销60％的人工
耳蜗产品费和医疗费。 五年
来，已有500多名失聪儿童回
归有声世界。“十二五”期间，

湖南将把“贫困聋儿人工耳
蜗救助项目” 纳入儿童重大
疾病救治计划， 并率先纳入
湖南民族团结进步行动，将
基本完成0至6岁聋儿人工耳
蜗植入救助计划， 构建聋病
防控体系， 加强言语康复体
系建设， 让失聪儿童回归有
声世界，享受幸福童年。

爱心连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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