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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天筹集51万余元善款———

挽救白血病患儿的爱心接力
□ 翟甜甜

“各位大哥大姐，叔叔阿姨，我真的没办法
了，求求你们救救我的孩子……感谢你们的大
恩大德，好心人一生平安。”近日，这则求助帖子
在高邮微信朋友圈中传开，引起了爱心人士的
广泛关注。据了解，发帖者名叫周军，是市房管
局的一名普通职工，因承受不了治疗他 8岁儿
子周禹同白血病的巨额费用，希望社会爱心人
士伸出援手。

飞来横祸———5岁男孩突患白血病

2013年 4月的一天，时年 5岁的周禹同突
然感到上肢莫名疼痛，家里人赶紧把他送去市
人民医院就诊。由于病情复杂，医生建议周军立
即带孩子去苏州市儿童医院诊治。经苏州市儿
童医院确诊，小禹同患上了急性淋巴细胞性白
血病，只有百分之十的治愈希望。听了这个噩

耗，周军全家陷入了绝望。为不放过一丝希望，
周军带着小禹同辗转多家医院，花光了家里所
有的积蓄，经过一年时间十多次化疗，终于把小
禹同从死神手里夺了回来。

然而好景不长。今年 1月，就在周军全家准
备过一个安稳年时，小禹同突然感到肩膀剧烈
疼痛，让这个家庭再次陷入恐慌。小禹同再次入
住苏州儿童医院后，不久医院就下了病危通知
书。但周军仍坚持不放弃最后的希望，带着孩子
去北京求医，北京专家建议对小禹同进行骨髓
移植手术。这项手术需要花费 100多万人民币，
之前的治疗费用已经让这个工薪家庭倾其所
有，并欠下债务。小禹同的母亲方慧为了照顾他
已停止了工作，周军已经把能借到的钱都借了，
还是不够。这时一个亲戚的提议重新燃起了周
军全家人的希望，他建议周军通过网络平台发
帖向好心人求助，来帮助他的家庭渡过难关。

病魔无情人有情

2016年 2月 20日，一则名为“请大家伸出
援手帮帮孩子吧”的网帖出现在邮城各大“朋友
圈”，短短两天之内，转发量就超过 9000余次。
网友们纷纷在帖子下留言对小禹同表示支持，
很多素不相识的网友都表示自己虽然力量微
薄，但希望尽自己的一份力量帮助小禹同，还有
网友留言表示会把帖子转发到更多的朋友圈去
传递爱心，传递正能量。捐款平台里面的网友们
更是慷慨解囊，少则二三十元，多的一两千元，
捐款十分踊跃。

徐小姐是在南京工作的高邮人，在朋友圈
里看到小禹同的消息后，第一时间就在自己的
微信朋友圈里进行转发，并在捐款平台里捐了
1000元的善款。“也没想那么多，只是希望大家

一起伸出爱心之手，让孩子的生命得以延续。”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徐小姐说。家住武安社区的
刘先生也是通过朋友圈了解到小禹同情况的，
他还在自己的微信群里让自己的亲戚朋友也加
入到这项爱心活动当中。80多岁的陆奶奶虽然
不会上网，但是听说了小禹同的情况后，特意让
自己的孙女帮她在网络上捐款留言。记者了解
到，很多网友还专程添加了小禹同父亲周军的
微信号，通过微信转账的方式，把自己的爱心传
递给这个正在经受磨难的家庭。众人拾柴火焰
高，团结就是力量，社会各界人士的点滴爱心汇
聚成慈善之城的无声大爱。

据周军介绍，目前小禹同的母亲方慧与儿
子的骨髓已经配型成功，化疗结束后就可以接
受骨髓移植手术。截至记者昨天发稿前，网络捐
款平台已筹集善款超过 51万元。网友们的爱心
接力仍在继续。

节后上班才一周 79对夫妻劳燕分飞
□ 孙越峰 杨晓莉

春节刚刚过去，当大家还沉
浸在节日的气氛中时，一些夫妻
却劳燕分飞，节后出现了离婚小
高峰。日前，记者从市民政局婚姻
登记处获悉，截至 22日下午 3
时，全市共有 79对夫妻办理了离
婚手续，其中有不少是因为春节
到谁家过年、婆媳相处不融洽之
类的家庭琐事而导致离婚。

上班一周离了79对夫妻

2月 14日，新春佳节后第一
天上班，恰逢西方情人节。当日，
寒潮来袭，气温低至零下，虽然天
气寒冷，但市民政局婚姻登记处
离婚登记室内却站着不少前来办
理离婚手续的夫妻，他们中有的
看似平静，有的阴沉着脸，有的在
大声争吵，有的夫妻在填写离婚
协议书时甚至还相互开着玩笑
……一道道流程下来，恢复单身
的他们拿着离婚证各自离去……

“虽然往年春节后离婚的人
不少，但没想到今年春节后离婚
的人这样多。节后第一天上班就
有 15对夫妻前来办理离婚手
续。”离婚登记室工作人员感慨地
说，“节后上班工作非常忙，有时
候临近下班时间，还陆续有夫妻
赶来办理离婚手续，劝他们再考
虑考虑时，都被拒绝，看那架势一
天都不想再维持。”

在离婚登记室，记者看见工
作人员忙得不可开交，面对工作
人员的劝说，有些夫妻甚至显得
很不耐烦，直催着工作人员快点
办理。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节后上
班以来，每天都有 10多对夫妻前
来办理离婚登记手续，离婚的夫
妻年龄段多在 25岁到 35岁之
间。

家庭琐事成离婚“导火索”

春节是每个人都渴望阖家欢
乐的重大节日，是什么样的矛盾
让这些夫妻不顾节日的气氛而决

然离婚呢？在离婚登记室，记者通
过采访了解到，节日期间的一些
家庭琐事，竟成了一些夫妻离婚
的“导火索”。

14日下午，记者刚走进离婚
登记室，便看见一对年轻夫妻正
吵得不可开交，陪伴他们前来的
双方家人也互相争吵。经过工作
人员再三劝说，双方才静下心来
诉说。小伟（化名）与小芳（化名）
都是 1990年出生，两人 2012年
初结婚，结婚后一年多都没有孩
子，为此公婆对小芳很是不满。
2014年下半年，小芳终于怀孕
了，但后来女儿的出生让重男轻
女的公婆再也高兴不起来。“因
为我生的是女儿，婆家人很不喜
欢，平时我要上班，多次请求婆
婆帮忙照看，老人都以种种理由
推托。跟老公诉苦，他不仅不安
慰我，还指责我的不是，这样的
婚姻真的很难再维持下去。”小
芳说。

说到自己的婚姻，小伟也很
无奈。“我也知道父母有的地方确
实做得不对，但毕竟是我的父母，
作为儿子也不能责怪什么，何况
他们岁数大了，没必要去计较什
么。她和我父母之间的关系相处
得很不好，夹在他们之间真的很
为难，常常被弄得里外不是人，这
样的婚姻还是结束算了。”

1992年出生的小云（化名）和
小萍（化名）2015年 8月份登记结
婚，原本定于今年 3月办婚礼酒
席的他们没有想到婚姻只维持了
几个月时间。“我们当初登记结婚
就是瞒着家人的，我的父母本来
就不太愿意我和他结婚。原本想
只要两人感情好就可以了，没想
到真正在一起后才发现彼此都不
能包容对方。特别是今年春节，我
想让他陪我回江都娘家过除夕，
没想到他死活不肯。连这点小小
的要求都不能答应我，结这个婚
干嘛，干脆离了。”小萍说道。“结
了婚，就应该在我家过除夕，哪有
去她家的道理。结婚、离婚不就是
一张纸嘛，处不下去就分呗，没什
么大不了的。”坐在一旁的小云不
以为然地说。

请别轻易说“分手”

节后上班才一周，我市就有
79对夫妻离婚，究其原因，婚姻登
记处离婚登记室登记员王鲲分析
认为，这些夫妻间之前就存在这
样或那样的矛盾，只是平时各忙
各的或者两地分居，没时间、没机
会吵闹，暂时使婚姻危机得到缓
冲。春节长假里，双方注意力集中
到家庭和另一半身上，相处时间
多了，争执也就多了，原本潜伏的
婚姻危机容易累积爆发。

王鲲介绍说，随着跨地域婚
姻越来越多，双方在习俗、观念上
存在很大差异，在春节期间面对
到谁家过年、走亲访友礼节问题
上容易产生分歧，而在春节这样
的重大传统节日，夫妻更容易将
对方对待亲友的态度，作为评判
对方是否重视自己的重要依据，
处理不当特别容易伤感情。也有
部分夫妻在春节前已经决定离
婚，只是为了孩子或其他因素，双
方商定过完春节再离婚；有的夫
妻则是希望借春节好好相处、挽
回感情，结果却令人更加心灰意
冷，刚过完年就办理离婚手续，是
为了尽快从中解脱，开始新的生
活。

王鲲坦言，夫妻遇到小矛盾
就想离婚，这是对家庭、对人生、
对子女极大的不负责。其实这些
夫妻离婚都是因为一些鸡毛蒜皮
的小事，如果双方及时沟通，相互
谅解的话，问题解决起来也不难，
没必要闹到离婚这一步。夫妻之
间以及家庭成员之间出现这样那
样的矛盾，是婚姻生活的常态，关
键是看怎么去处理，如果双方都
过于强调自我，不懂得迁就或退
让，只能使关系更加糟糕。“婚姻
需要两个人共同经营和维护，每
个人都应该用心投入，去关注对
方的需要，包容对方的缺点，这是
每个走进婚姻殿堂的人都必须用
心修炼的一门生活艺术。”王鲲还
建议小夫妻的父母们，在子女发
生矛盾的时候，尽量少掺和，避免
扩大婚姻的裂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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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
婧每天早晨 7点 15分来到邮局，阚月

华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将前一天傍晚整
理分类好的报纸、信件、包裹装到邮袋里，
再搬到摩托车后座上，7点半准时从界首
镇邮政支局出发，开始一天的投递之旅。

今年，是阚月华在这个投递道路上的
第31个年头。1985年4月5日，19岁的阚
月华在当投递员的舅舅引荐下，如愿进入
了当时的界首镇邮电局，从事投递工作。刚
开始工作的时候，阚月华每天骑着自行车
挨家挨户地递送平信、电报、汇票、包裹和
报纸。那时候的路都是坑坑洼洼的土路，一
天工作下来，他浑身酸痛，大腿酸胀得几乎
提不起来。如今，村村通公路，阚月华的交
通工具也换成了电动自行车、摩托车。

阚月华的父亲在阚月华刚工作时就
告诉他，做事要耐心，待人要和气，工作要
敬业；不要害怕困难，要去克服困难；踏实
工作，总有回报。这么多年来，阚月华始终
按照父亲的要求规范自己的行为。在工作
中，他总结报纸邮件的过戳、分拣、分段方
法，提高工作效率，提升工作技能。他严格
依照邮局对于投递员“五定”（定时间、定
地点、定人员、定班期、定路线）的要求开
展工作；他努力按时到达乡亲们的家中，
成为他们的“活时钟”。他努力送好每一份
报纸和邮件，尽力满足乡亲们的需求。

1991年下了一场大雪，道路都封闭
了。阚月华为了及时将信件送到乡亲们的
手中，选择在雪地里步行到各家各户。当
时走到最远的地方是品祚村，距离邮电局
有 30里路，平时骑车两三个小时就可以
一个来回了，他那天从早上 7点半出发，
到下午三四点钟才回来。

有一次大昌村永红组的詹妈妈在报
纸上给儿子征婚，阚月华知道这件事情
后，特别留意他们家的来信，但凡有人寄
信过来，他不是直接将信件丢在村里或组
里，而是将信件直接送到詹妈妈的手中。

阚月华在投递信
件的过程中也特别注
意方式方法，如果发
现信是从监狱、公安
局寄过来的，很有可
能收信人的家人遇到
了麻烦，他一定会悄
悄地将信送到收信人
手里，以照顾收信人
的感受。

随着邮政业务的
不断发展，投递这个

“末梢环节”已从单一
的投送报刊、邮件逐
步转向服务与营销相
结合的综合性工作。
投递员既要提高质量
做好投递服务，又要
做好营销发展业务。
因此每年的报刊征订
完成量是衡量一个投
递员工作能力的重要
指标。继 2014年被评
为市征订能手后，
2015年阚月华再次
当选。每年全市只有
10个人能获此荣誉，
阚月华能够连续获得
这个奖与他多年来对
待乡亲们的热情与真
诚分不开。

“要不是你，我老
早就不订报纸了。我
就是看中你做事情踏
实、稳重。”子婴村振兴组的老会计缪广生
对前来征订报纸的阚月华这样说。

对阚月华信任的人不只缪广生一个
人，经常有认识的人委托阚月华到镇上帮
忙代存香烟款、代交电话费。

当地的种田大户、专业承包户有了解
关于农业科技知识方面的需求，阚月华主
动与其联系，向其推荐合适的报刊杂志，
与其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

阚月华从工作到现在，曾获全市邮政
系统先进个人奖 15次，2009年度、2011
年度、2015年度省《农家致富》杂志社优
秀乡镇投递员，2013年度省《农家致富》
杂志社年度十佳乡镇投递员，2014年度、
2015年度市征订能手奖，2015年江苏邮
政系统“百优”投递员候选人。

“我做的这些工作，是我应该做的，别
的投递员也都在做，只是我能够坚持下
来，一直在岗位上奋斗，组织上才给了我
这份荣誉。”阚月华觉得自己并没有值得
炫耀的地方，认为自己获得的这些荣誉，
是单位领导、同事对自己的肯定，今后将
会更加努力地干好这份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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