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顾客在李想的摊前挑选衣服。

一对老夫妻,痴迷做戏衣

本报讯 (记者 郭剑 文/图)在北大
街道办事处学院社区许昌高中家属院,
有一对痴迷做戏服的老夫妻,他们坚持
了近 20年时间。近日,记者对这对老夫
妻进行了采访。

1978年,26岁的郅新侠因为善于绣
花被招进许昌县工艺戏具厂,专门教工
人绣花。她的爱人贺从申也来到厂里
当起了业务员,开始到全国各地推销厂
里的产品。

“当时,厂里请来天津、上海的老师
教工人们做戏服,我觉得好玩,也就跟着
学了起来。”郅新侠说。

上世纪90年代,大批国有企业破产,
郅新侠所在的工厂也没能幸免。郅新
侠和贺从申根据自己的爱好、掌握的技
能和戏服市场销售情况,决定自立门户,
自己做戏服,自己销售。

“刚开始,我一个城市一个城市地
跑,一个剧团一个剧团地问,慢慢地,我们
做的戏服得到了顾客的认可,顾客开始
自己找上门来。”贺从申说。

贺从申负责跑销售,郅新侠则加班
加点,赶工做活儿。“那时候,没有电脑绣
花,都是人工绣花,我就一针一针地往衣
料上绣,绣完花还要依据版型、尺码进行
裁剪,简单的小生服,比较难做的蟒袍、
武生服我都做过。”

做了近 20年的戏服,郅新侠和贺从
申在戏曲圈子里早已小有名气,慕名拜
师学艺者不少。但谈及这些学生,二人
并不满意。他们非常希望既喜欢戏曲
又有着不错裁剪基础的年轻人进入这
一行,以免这门手艺失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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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无情人有情 积极救助大爱行

本报讯 (记者 郭剑 通讯员 贺红)随
着本报对汪紫熙病情的跟踪报道,我区
越来越多的单位和组织关注、帮助这个
被病痛折磨的孩子。“很好!一方有难八
方支援,你们做了件好事!”这是魏都区
委书记唐彦民在区委宣传部关于救助
戈谢病人汪紫熙一家的情况报告上作
的批示。截至 4月 23日,区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局、区民政局、区总工会等单
位均对汪紫熙一家进行了慰问和救助。

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医保处
协同八一社区,针对汪紫熙病情的特殊
性,专门开设绿色通道,随时关注汪紫熙
病情的发展情况及治疗情况,并帮助其
办理转诊、报销等相关手续,实现及时、
足额报销。到目前为止,区医疗保险经
办机构已按相关政策将汪紫熙的前期

医疗费用报销。
区民政局工作人员给汪紫熙一家

送去了米、面、油等物品,并依据《魏都区
临时救助暂行办法》的相关规定,按救助
标准最高额度,给予汪紫熙一家 2000元
的救助金,还为其家庭办理了低保。依
据规定,汪紫熙纳入低保后,每年因病住
院产生的费用,扣除城镇居民基本医疗
保险后,个人自理费用可依照有关政策
按50%的比例报销。

区总工会对汪紫熙一家一次性给
予 5000 元救助金,区文明办、区妇联也
正在积极行动,救助汪紫熙一家。

就在全区上下对汪紫熙一家实施
救助之际,汪紫熙的妈妈王新霞告诉记
者,在全国戈谢病人QQ群里,她了解到
北京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的孟岩教

授可以用很便宜的药物治疗戈谢病Ⅲ
型引起的中枢神经系统不良症状,紫熙
现在正在服用这一药物来缓解病情。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诊治后,
小紫熙到北京儿童医院再次做了检
查。通过检查,一方面获取了纸质的关
于小紫熙病情的详细检查报告,另一方
面使小紫熙进入北京儿童医院戈谢病
病人名单,以便获得赠药机会。

汪紫熙一家还联系了设在北京的
正涛戈谢氏罕见病关爱中心,它是目前
全国唯一的民间戈谢病病友组织。王
新霞向那里的工作人员介绍了自己家
的具体情况,正涛戈谢氏罕见病关爱中
心的工作人员也为小紫熙的下一步治
疗提出了一些建议。

15岁的女儿成绩优异、乐于助人,教子有方好家长张改荣——

与孩子成为好朋友
在张改荣的悉心教导下,15岁的女

儿刘甜甜在各方面都表现突出,屡次被
评为校“优秀班干部”、“学习标兵”、“文
明标兵”,并获得“许昌市三好学生”、“魏
都区三好学生”等荣誉称号。“成绩优
异、尊敬师长、诚实谦逊、乐于助人”,这
是刘甜甜的老师们和同学们对她的评
价。因教子有方,张改荣被评为“2014
年魏都区教子有方好家长”。4月21日,
记者来到张改荣家中,听她讲述自己的
教子经验。

注重孩子的品德教育
“每个孩子呱呱坠地时,都是一张白

纸,以后成长的色彩怎么描绘,取决于家
庭。”为了更好的照顾孩子、培养孩子,张
改荣辞掉了工作。

她把孩子的品德教育放在第一位,
在女儿还没上学时,就经常为女儿讲一
些关于诚信、助人为乐的小故事,还用形
象生动的语言为女儿讲《弟子规》,《三字
经》等,培养女儿好的品德。

慢慢地,同学有困难,女儿会主动帮
忙;遇到灾情,女儿毫不犹豫地捐出自己
所有的零花钱;自己珍爱的东西,女儿也
愿意拿出来和其他小朋友一起分享;上
街看到残疾人和乞丐,女儿会为他们送
钱或食物……

培养孩子良好的学习习惯
从女儿上学的第一天起,张改荣给

她定了一个规矩:放学回到家,首先要认
真完成家庭作业,并且在做作业时,要一
丝不苟,遇到难题,自己寻找解决的方
法。

“起初女儿很不乐意,但我告诉她,
一个好习惯的养成需要坚持,并且好习
惯会对你的一生都有帮助。”就这样,一
个星期,一个月,一年……现在,女儿每天
放学回家都会主动完成作业,遇到难题
自己思考解决。凭着这样一股对学习
的钻劲儿,女儿的成绩一直名列班级前
茅。

除了让女儿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
生活中,张改荣也总是有意让女儿参与
一些自己力所能及的家务劳动:扫地、拖

地、刷碗……女儿都乐在其中。

平等沟通,与孩子成为好朋友
一直以来,张改荣都努力为孩子营

造一个和谐美好的家庭环境,她从来不
用家长式的管教,更多的是用朋友式的
沟通。

上初中以来,张改荣发现,女儿的思
想逐渐成熟起来,很多事情有了自己的
看法和想法。有一次,因为一件小事,张
改荣和女儿意见不统一,她向女儿发了
一顿脾气。但是冷静下来,张改荣主动
向女儿道歉。

从那以后,学校发生的事,同学之间
的事,青春期的困惑,生活上的烦恼……
女儿有什么事情都愿意向张改荣倾诉,
遇到什么问题,也都会和她商量。在这
样的家庭氛围中,女儿性格活泼开朗,很
受同学们和老师们的喜爱。

各部门积极救助汪紫熙一家

□记者 付家宝

为锻炼自己
大学生夜晚摆地摊

本报讯 (记者 郭剑 文/图)半个
月来,每当夜幕降临时,家在思故台市
场附近的李想就会来到春秋广场摆
摊。近日,记者对她进行了采访。

22 岁的李想现就读于河南机电
高等专科学校广告设计专业,不久即
将毕业。白天,她在许昌一家公司实
习,晚上在春秋广场摆地摊卖服装。

“我就是想锻炼一下自己。”李想告诉
记者。摆摊半个月,她已经挣了 1000
多元钱。

第一次出摊,李想见到顾客根本
不知道该怎么称呼,但现在见到顾客,
张嘴就是“美女”、“姐”。“合适的称谓
很重要,我觉得要让顾客听起来舒服、
亲切,这样才能拉住顾客。”李想说。

除了不会打招呼外,起初,李想还
不会给顾客介绍自己的衣服,每次顾
客来看衣服,她只会说衣服的价格。
随着摆摊时间的增加,她会根据顾客
的穿着、谈吐,向她们介绍适合的服
装。

现在,她不仅善于交际,而且学会
了理财,每天收摊再晚,她都会记下当
天的每一笔账目。

李想每周末都要去郑州进服装,
早上 4 点半起床,6 点多到银基、锦荣
等批发市场选衣服,下午 4 点多到家
整理货物,下午 6 点出摊,晚上 9 点半
收摊。

看着自己的女儿每天都辛辛苦
苦的,李想的父母有些心疼,但看到女
儿乐在其中,他们也很高兴。她的父
亲对记者说:“我们尊重女儿的选择,
她喜欢就让她去尝试,免得以后后
悔。”

西站到东城区
老人免费送人

本报讯 (记者 付家宝)“真是太
感谢这位好心的老大爷了!”4 月 23
日,禹州某公司职员左静雯告诉记者,
她想通过本报向一位免费送她回亲
戚家的老大爷说声感谢。

左静雯称,4月22日,她从禹州乘
车到许昌串亲戚,在汽车西站下车后
准备打车到东城区孙湾小区的亲戚
家。当时是中午,出租车比较少,这时
路边一位骑着无篷电动三轮车的老
大爷问她去哪儿。起初,她以为老人
是为了拉客,就说到孙湾小区,并问老
人多少钱,但是老人一直说不要钱。

近半个小时后,这位老大爷把她
送到了孙湾小区门口。“下车后,我递
钱给这位老大爷,可是他说什么也不
收,我从自己的背包里拿出一瓶饮料
给他,他也执意不要。我问老大爷姓
名,他也不说,只是在路上交谈的时候
知道他家在五一路住。”左静雯说,

“这位老大爷看上去有 50多岁,真是
我们年轻人学习的榜样。”

郅新侠展示自己做的戏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