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 岁的他很“奇怪”，每次一进教室就浑身发

热，头疼头晕鼻子疼，只有钻到课桌下面、躺在地

上才感觉舒服些。

这个年幼的孩子怎么了？

事件

10 岁男孩一进教室就头疼头晕

郑州市中原区育华小学的心理老师李一帆，

遇到一个“奇怪”的孩子。

这个孩子叫武柯（化名），10 岁， 上小学四年

级。 除了成绩差之外，武柯一进教室就浑身发热，

头疼头晕鼻子疼。 只有钻到课桌下面、躺在地上，

他才感觉好受些。

李一帆说， 刚开始， 老师们以为他为了不上

课，故意找借口捣乱，就让他请过几次家长。 后来

的情况，令老师们很吃惊：武柯“病了”。

医生检查后说，武柯确实生病了，啥原因引起

的，不知道。 这吓坏了武柯的妈妈梁女士，她担心

武柯精神有问题，或是得了啥不知名的病。

李一帆也感觉此事很奇怪， 就试图和武柯沟

通，但武柯很抵触。

李一帆和梁女士沟通后， 发现她是个单身妈

妈。 从农村来郑州打拼的她，每月工资一两千元，

和武柯租住在城中村。

说法

认为自己是男主人，不愿母亲再婚

“她每天都在拼命挣钱，很少管孩子。 ”李一帆

说，只有老师让武柯请家长了，梁女士才会过问，

更多的是打骂他。

如此一来，武柯开始逃避学习。 这种心理长时

间存在，表现在身体上，武柯就“病了”。

李一帆努力与武柯沟通。 这个 10 岁的孩子，

很多想法让李一帆吃惊，“他的理想就是要挣很多

钱。 他说要搬到有大别墅的小区去住。 妈妈说没

钱，他就很不高兴。 ”

一个人带孩子，梁女士感觉压力太大，想再找

一个伴儿。 因担心后爸对武柯不好，这事儿就一直

拖着。 更重要的是，武柯也不愿意妈妈再找。 他说，

自己是家里唯一的男人、顶梁柱，可以养活母亲，

不需要其他人介入。

摸清情况后，李一帆开始有针对性地给武柯、

梁女士做心理工作。 6 个月后，武柯的头疼头晕症

状基本没有了。

“现在，他可以进教室了。 ”武柯的老师说，武

柯有次问一道作业怎么做。 这让老师很开心，因为

他知道学习了。

计划

选择 7 所学校免费开家长课堂

其实， 和武柯一样， 有类似问题的孩子并不

少。

为解决这类问题，在这个农民工子女占 80%的

育华小学，公益组织河南红五月联盟开展了“家长

课堂”活动。

其负责人刘磊说， 进城务工人员把孩子带到

城市，但由于要忙着挣钱、生活压力大，往往无暇

顾及孩子，让孩子“二次留守”。 其实，他们迫切地

想知道如何教育好孩子， 但由于知识、 方法的缺

失，往往只会挥拳头，大声骂。

在此之前， 他组织心理志愿者在几所学校开

展了几期“家长课堂”活动，专门针对进城务工父

母。 很多父母为孩子的问题，在课堂上痛哭流涕。

这让刘磊决定将“家长课堂”活动常态化。 他

准备从明年 1 月份起，在全省选择 7 所学校，开展

“让爱流动·家长课堂”活动，每月固定一次，“这 7

所学校，一定要是农民工子女集中的学校，而且，

学校要配合这项活动。 ”

刘磊说， 全省的中小学都可以申请， 电话

0371-67711882。 （据《河南商报》）

10岁男孩进教室就发热

躺桌子下才感觉好受些

心理老师说他为了逃避学习，把

自己“想”病了，为帮助这类孩子，

公益组织将开家长课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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驻马店小伙儿火车坐过站 担心补票长江大桥上跳车

据武汉晨报消息 15 日凌晨，一名河南小伙在乘坐火车

过站后，因为害怕要补票，竟然从奔驰在武汉长江大桥上的

列车上跳下，幸运的是其未受伤。

“站住！ 干什么的！ ”15 日凌晨 4 时 15 分，正在武汉长江

大桥 6 号哨执勤的武警王永，突然发现铁路面引桥洞口有一

个人影在移动。 小王当即向值班室报告，并警惕地拿起应急

灯进行观察。

黑影是一名青年男子，王永大声发出警告。 谁知，对方听

到警告声撒腿就跑。 王永见状紧紧盯住移动的男子，一边通

知各友邻哨位加强警戒，参与围堵。 接到报告后，正在附近查

勤的武警中队长朱自涛，迅速带领下哨哨兵赶到现场，很快

将该男子控制，并移交给随后赶到的大桥派出所民警。

经询问，该男子姓蒋，今年 18 岁，河南平舆县人。 男子身

上仅携带钱包等物，并有 K337 次列车票一张。 14 日晚，他准

备从郑州转车到驻马店上班。 由于一时大意，蒋某竟在列车

上睡过了头。 直到到达武汉看到长江，他才意识到错过下车

时机，担心出站时会被要求补票，便趁着列车在武汉长江大

桥慢行时翻窗跳下。 据了解，列车经过长江大桥时，有时车速

仅四五公里。

在经过审查后，民警对其进行了批评教育。

有人曾经问过她，是啥让她坚持了这么

多年？

“需要，因为农民工太需要了！ ”她说。上

个星期，她把“募捐”过来的旧棉衣送到东区

一个工地上时，绳子还没解开，就被农民工

们一下子抢完了。 说起这件事，刘阿姨依然

感慨万千 ：“他们实在是太缺御寒的棉衣

了。 ”

她说，每次到工地看到工友们开心的样

子，她认为自己做对了，做得值！ 对于自己的

执着，家人都特支持她。

她说自己就是一个桥梁， 一头连着市

民，一头连着农民工。 所以，她印了宣传单和

名片，发给市民，发给农民工，希望市民们献

出爱心，也希望农民工在寒冷中得到一丝温

情。 （据《大河报》）

290 斤巨型南瓜亮相郑州农博会

11 月 17 日，在郑州举办的第四届农业博览会上，一只重达 290 斤、直径为 95 公分的巨型南瓜，吸引了民众

的目光。

第四届中国郑州农业博览会 11 月 16 日在郑州国际会展中心开幕。 共有全国 450 余家企业参加本届农博

会，展出 2000 余种为农业致富开发的新品种，开设农业科技展示区、农产品综合展示交易区等 7 个展区。 在农博

会展示现场，巨型南瓜、超大西瓜等转基因蔬果、无公害蔬菜吸引了市民们的关注。 新华社记者 李博 摄

郑州老太为农民工送旧衣物坚持 23 年

“市民朋友：如果你家有穿不着的旧棉袄、棉鞋，只要结实、干净、耐磨就捐出来帮帮我们的老乡……”这一段时

间，家在郑州黄河路 40 号院 66 岁的刘春娥，只要有时间就跑到商场、马路边发放这样的宣传单。 免费给郑州一些工

地上的农民工兄弟送旧衣、旧鞋，刘阿姨已经坚持了 23 年。 有时，还为他们缝补衣服、被子。 这几天天冷了，给她打电

话想要棉衣、棉被的农民工有上千人，阿姨心里很难受：自己实在拿不出来那么多东西，只好发传单求助。

上千农民工要棉衣

阿姨实在是有心无力了

16 日上午 9 点多，郑州黄河路 40 号院内，刘春娥阿姨坐在门口

的缝纫机前，为农民工们赶制“御寒鞋垫”。

她边整鞋垫边和记者聊天。 这段时间天一冷，给她打电话要棉衣

的农民工有上千人，虽然她四处“募捐”，向亲朋好友“搜刮”旧棉衣，

但还是供不应求。 她只能先给他们赶制一些鞋垫送过去。

“真厚！ ”记者摸着足有十几层布厚的鞋垫说，做得真好。

“就得厚实一点。 ”她笑着说。 因为农民工天天在工地上干活，经

常和水、泥打交道，脚容易出汗，鞋里也经常黏糊糊的，鞋垫厚一点儿

才能吸汗隔潮、平整保暖。

“做鞋垫很麻烦，至少要 10 道工序。 必须是纯棉的料子，这样穿

着才舒服；还要洗烫，用消毒液消毒，晾晒，抹糨糊，上面儿，封里子。 ”

她说，这些鞋垫原料也是她“讨来”的旧布料加工而成的。

说话间，刘阿姨家里的电话不断有人打来。“又是要棉衣的，现在

确实没有了。 ”刘阿姨很是无奈。

在其电话旁边，记者看到，一个破烂的笔记本上记录了几千个电

话号码。“我家 1995 年安装了电话， 这上面有的是受助农民工的号

码，有的是热心市民的号码。 ”她说，这么多年，光本子就用了几十个。

为农民工送旧衣物

阿姨已经坚持做了 23 年

为啥这么多人知道家里电话？ 面对记者的疑问，刘阿姨递过来一

张名片。 名片上写着：“民工朋友：我愿把你们当娘家人，免费为你们

送旧衣物、旧被子、旧鞋子；免费为你们缝补衣服……”

“这是我的名片，一年能发出去上千张呢。 ”原来，每次她上街或

者坐公交车， 只要看到有农民工兄弟， 她就会主动把自己的名片递

过去。

让她愿意把农民工当成娘家人对待的缘由，来自于 1989 年的一

件事。

为何能坚持 23 年

“需要，因为他们太需要了！ ”

当时， 有一个亲戚的儿子来郑州打工，

孩子妈妈让她去工地上看看。 一到地方，她

就流泪了。

“孩子和很多工友大冬天都睡在地上、

沙堆上，褥子、被子又薄又脏。 穿得也很单

薄，在冷风中不停地打哆嗦。 ”回到家后，经

济条件并不好的她赶快把家里的旧棉衣、旧

棉被收拾一下给孩子送过去。 不仅给亲戚的

儿子送，还给孩子的工友送，并自己印了名

片，发给有需要的农民工朋友，需求量越来

越大，她就从亲戚朋友家寻些旧鞋、旧衣、旧

被，拆拆洗洗，消消毒，再做一些鞋垫送到工

地上，至今已坚持了 23 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