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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江西省老齡辦消息，截至目
前，江西省共有百歲老人1,202
位，較2014年增加了195人，其
中最年長者已有114歲，該老人
一生共養育11個孩子，目前健
在的仍有8個。

江西省老齡辦聯合省財政廳曾
下文，明確從2009年10月起，
將全省百歲老人長壽補貼標準由
每人每月不低於 100 元（人民

幣，下同）提高到200元。今年
起，江西多地提高了該項津貼，
如吉安市明確從今年9月起百歲
老人津貼每人每月由300元提高
到 500 元；九江市從今年 1 月
起，百歲老人津貼統一按每人每
月500元標準發放；截至目前，
江西省百歲老人長壽補貼最高的
是贛州市，每人每月1,000元。

■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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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27歲的重慶女孩陳思
銅，原是一名護士，她考
取美國皇家加勒比國際郵
輪海乘資格後，用邊打
工邊旅遊的方式實現了
環遊世界的夢想，還賺
到了7萬元（人民幣，下
同）創業基金。

陳思銅畢業於重慶醫科大
學護理系，曾在重醫附一院腦
外科重症監護室當護士。2013年，
由於陳思銅感覺身體狀況不太好，於是辭去了護
士的工作。「辭職後，有一次我在網上看到美國
皇家加勒比國際郵輪公司在招海乘。」陳思銅笑
着說，「如果做了國際郵輪的海乘，不但有機會
周遊世界，還能在旅途中賺錢。」

同事遊客鼓勵 順利克服思鄉
陳思銅為了成功應聘，花了3萬多元報了和海乘

有關的英語以及餐廳服務等課程。1個多月後，美

國皇家加勒比國際郵輪公司派人來重
慶對應聘者進行面試。通過幾輪面
試，自信、開朗的陳思銅最終被美
國皇家加勒比國際郵輪公司聘為助
理服務員。
在船上的前2個月，幾乎所有的新

晉海乘人員都會想家，陳思銅說，除了
彼此的安慰，船上遊客的鼓勵也是他們堅

持下去的動力。 「我在船上還度過了26歲生
日，是遊客幫我過的。」

每到一地，船會停靠4個小時左右。「我們就能
利用這點時間到這些城市玩。」從貝永到加勒
比，到佛羅里達，跨過大西洋到西班牙，再到墨
西哥和巴拿馬，8個月的時間很快過去。

後來，陳思銅聽從了父親的建議，學習中醫艾
灸。陳思銅用她在船上掙下的7萬多元，參加了各
種艾灸培訓。如今，她開了一家艾灸治療館。

■香港文匯報記者 孟冰 重慶報道

周芸曾考慮過請假，但她想到馬
上就要開學了，在這個節骨眼

提出請假，調停課、後期的補課對
學生來說都很麻煩。「畢竟選好的
課時計劃都打亂了；何況我的課還
多，還有大四的課，找代課老師也
很麻煩。」除了行動不方便之外，
身體狀況不影響教學，周芸決定放
棄靜養，堅持正常來上課。

9月27日前後，颱風「杜鵑」襲

擊寧波，一連下了幾天大雨，寧波
市區和校內部分路段積水嚴重。

石膏進水致傷口惡化
雨水打濕了周芸腳上的石膏，她

無奈之下只好去醫院復查並更換石
膏，復查的結果缺口增大，醫生警
告如若繼續活動，傷口會更嚴重，
會延長骨頭癒合恢復的時間。

國慶前夕，周芸又因為扭了一

次，在家暈倒，請了兩天假，連同
國慶節在家休息了9天，回來後堅
持為學生上課，沒有再請假。原因
還是不想給學院和學生添麻煩。

周芸曾經在朋友圈裡發了一條
「Should I be nominated as 『The
best teacher of the year』?」她自嘲
說，「因為上課只能坐着，怕學生
誤解，也有解釋、表達歉意的意
思。」 後來學校獲悉此事後幫她安
排了樓層較低的教室上課。

「這是教師應做的事」
周芸在接受採訪時說，「這沒什麼

的，千萬不要拔高我。這都是教師應
該做的事。」她表示，老師也是人，
也有生病受傷的時候，覺得該休息的
時候不要勉強。她作出這樣的決定，
有無奈，但更多的是教師的責任。

重慶95歲的老人唐禮賢10月
11日上115號巴士後，發現身邊
一位男子將手伸進他的右褲兜，
想將錢包拿出來。但年輕力壯的
小偷並沒有料到會被這位95歲
的老人一拳打得站不起身。

唐老說，小偷拉他的錢包時無
暇多想，順手一拳擊打在男子右
側肩胛骨上。這一拳下去，把小
偷打得趴在地上，疼得嗷嗷直
叫。後來看到小偷疼得站不起
身，唐老便沒有再去控制他。

原來，唐老24年前就開始練
習硬氣功，如今雖年屆九旬，依
然精神抖擻。面對記者，唐老有
些顧慮，他擔心自己是不是把小

偷打傷了。
■香港文匯報記者

孟冰 重慶報道

渝九旬翁巴士遇竊渝九旬翁巴士遇竊 一拳打趴小偷一拳打趴小偷

在河南省鄭州
市花園路近日出
現如下景象：一
輛行駛中的巴士
外側，一男子單
手支撐懸浮在巴
士一側，一女子
身穿婚紗端坐巴士
前側，而緩緩前行
的巴士周圍，被百
萬豪車開路護航，進行着一場巴
士「懸浮婚禮」。

記者採訪得知，這不是一場真
正的婚禮。「新娘」魏女士稱，
她和「懸空男」不是真正的情
侶，他們所進行的是一場「為愛
發聲」的公益魔術秀活動，目的
是為呼籲「回歸感情純真的追

求，撕掉物質的標籤」，同時也
是「90後」一種擇偶態度的表
現。

據圍觀者王先生稱，他對這種
行為藝術表示好奇，也感到費
解，年輕人總有些超前的思維，
不能怪社會太複雜，只能說年輕
人的世界變化快。 ■央視網

鄭鄭州州「「懸浮婚禮懸浮婚禮」」表達擇偶態度表達擇偶態度

昨日，由江蘇交通廣播網主辦的首屆
FM101.1「狗狗迷你馬拉松」賽在南京眼
步行橋下開跑，二百餘隻寵物狗在主人的
牽引下參加3千米的長跑，在歡樂聲中上
演各種萌翻全程的可愛模樣。圖為寵物狗
當日在參加比賽。 ■文/圖：中新社

「狗狗馬拉松」

浙江寧波大學科學技術學院的英語老師周芸在學校開學前意

外扭傷，之後幾天扭傷部位不斷惡化。經醫院檢查為撕脫性骨

折，需要打石膏並靜養1個半月。不願耽誤學生學業的她抱着補

救心理，又輾轉另外3家醫院，得到的都是同樣的診斷方案。但

她為了不影響工作，依然打着石膏、拄着枴杖堅持上課。

■香港文匯報記者 周方怡、通訊員 李封 寧波報道

骨折教師心繫學生骨折教師心繫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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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思銅在郵輪的生日是遊客與同事
一起為她慶祝的。 本報重慶傳真

現年56歲的黃梅生原是江西分宜第一中心小學的
校長。年過半百的他從事了一輩子的教育事業，

如今他所有的精力都放在孤兒的生活教
育上，一年三分之二的時間都在為此奔
波，孩子和德仁苑成為他生命裡無法割
捨的一部分。
關注孤兒現狀的他告訴記者，在分宜

縣，幾乎每年都有數十名適齡兒童的父母因
礦難、交通事故和生病不治等原因離開人世。

「這裡的孩子大多都屬於『亞孤兒』，家裡
很貧困，但又不符合國家的保障範圍。這

些孩子有的生活毫無着落，有的寄居在年邁
的爺爺奶奶或外公外婆家，有的甚至靠父母生

前的親朋好友或鄰居接濟。」或許是因為與孩子
朝夕相處的感情，他放棄安逸的生活，毅然決定創

辦一個專屬於貧窮孤兒的家，這一堅持，便是7年。
2008年9月，經過挨家挨戶摸底調查，落成後的

德仁苑招收了35名農村孤兒。他們分別插班在黃梅
生所任職的分宜一小接受義務教育，食宿全由德仁
苑承包。據統計，自2008年10月德仁苑創辦以來，
有185名孤兒及特困學生在德仁苑學習生活過，其
中128名孩子已經畢業升入初中或高中學習。目前
德仁苑有57名孩子，最小的8歲，最大的13歲。

「睜一眼閉一眼」教育模式
從事教育工作30餘載的黃梅生認為，孩子最需要

的是溫暖和親情，比如給孩子擁抱、微笑和鼓勵，
「採取『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的教育模式，睜一隻
眼看孩子的優點，閉一隻眼看孩子的缺點，大人都
沒有十全十美的，何況小孩子呢？多看到他們身上
的優點長處，只有這樣，我們的孩子才會進步得更
快。」

記者採訪時發現，孩子們面對鏡頭快樂地做鬼
臉，笑容和普通孩子一樣天真爛漫。「每天放學，
只要看到他們把衣服搞髒了或者臉和花貓一樣，我
就高興，這說明他們玩得很開心。」在黃梅生心
裡，這些沒有父母呵護的孩子最需要的就是快樂和
自信。

「我之前看到留守兒童喝農藥自殺的新聞，心裡
很痛，我為這個家庭的災難感到難過。」黃梅生
說，如果關心孤兒的人多一點，多有幾個像這裡的
地方，把孤兒和貧窮的孩童聚集起來接受教育，就
不會出這樣的問題了。「我辦德仁苑就是為了孩子
的安全，讓他們健康、快樂。」

「亞孤兒」是濟寧九巨龍集團董事長
徐夫京在10年救助辦學過程中發現並提
出來的，指的是：父母雙方有一方死
亡、服刑或喪失勞動能力，另一方放棄
撫養責任、組織了新的家庭，由孤寡老
人代養，事實無人撫養的兒童。

2010年11月18日，國務院辦公廳下
發《關於加強孤兒保障工作的意見》
（國辦發〔2010〕54號），提出要「建

立孤兒基本生活保障制度」。2010年12
月3日，民政部財政部發佈《關於發放
孤 兒 基 本 生 活 費 的 通 知 》 （ 民 發
〔2010〕161號），自2010年1月起為
全國孤兒發放基本生活費，至此將孤兒
納入到了國家保障範圍。

2013年12月5日，民政部副部長竇
玉沛在國務院新聞辦舉行的新聞發佈
會上指出「亞孤兒」也生活在困境

中，急需要社會的保障。徐夫京同樣
指出：「『亞孤兒』比孤兒還苦，因
為孤兒是屬於國家保障範圍的，『亞
孤兒』卻不是。」

「僅憑個人的力量是遠遠不夠的，希
望全社會都能來關注孩子們，也希望國
家早日把『亞孤兒』納入保障範圍內。
我希望通過我們的努力，讓社會上的人
都多去關心身邊的這些孩子，關心弱勢
群體，奉獻出自己的一點愛。」面對採
訪，黃梅生說出了自己的心聲。

在德仁苑裡，不僅有宿舍、餐廳、活動
室、圖書室、學習室等功能室，還有電腦、
電視、冰箱、洗衣機、電風扇、消毒櫃、親
情電話等全套生活設施，此外，黃梅生專門
聘請了生活老師管理照顧孩子們的生活起
居。

「都排好隊，上下樓梯慢一點。」在德
仁苑的操場上，27歲的生活老師林嬌嬌正
在護送着孩子們去上課。談及報酬，她笑着

說，自己不是為了錢過來工作的，孩子們都
很懂事、聽話，在這裡工作很開心。「孩子
們剛開始進德仁苑的時候，從家裡出來心裡
難免會有陰影，在黃校長的帶領下，他們慢
慢自信快樂起來，跟普通的孩子完全是一樣
的。」

「德仁苑注重培養孩子以德為先、懷仁義
之心，採取教養結合的教育新模式，實行全
免費、全方位教育。」林嬌嬌說，德仁苑的
孩子以兄弟姐妹相稱，在互助互愛的環境中
健康快樂地成長。

在江西省新余市分宜縣，有這樣一個特

殊的居所——德仁苑，這裡專門招收家庭

貧困的、失去父母的孩子，其中大部

分是「孤兒」、「亞孤兒」（父母一

方死亡、另一方沒有撫養能力或者

放棄撫養權、將孩子交由其他

親屬代養的未成年人），讓他

們在這裡免費學習、生活，它是

當地貧窮孩子們心裡最溫暖的

「家」。德仁苑的創始人黃梅生

還有另外一個身份：185名孩子的爸

爸。德仁苑自2008年開辦以來，共有

185名失去父母的孩子或特困學生在此

學習生活過。「這裡就是孩子們的

家，他們都叫我『校長爸爸』。」

■香港文匯報實習記者 牛琰 江西分宜報道

以愛心伴孩童成長 「亞孤兒」急需社會保障

■黃梅生跟孩子們一起包粽子。記者牛琰攝

■■現如今有現如今有5757位孩子在這裡居住生活位孩子在這裡居住生活。。 記者牛琰記者牛琰 攝攝

■■黃梅生在輔導黃梅生在輔導
孩子們功課孩子們功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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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為 創辦孤兒院創辦孤兒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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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們收到新年禮物，開心得合不攏嘴。
本報江西傳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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