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发病19天 梦想参加高考的姑娘走了
遗愿：将13万余元捐款设立母校专项奖助学金 城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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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 谭筱 通讯员
谭思佳）高三学子突患白血病，与病魔抗争19天
后仍不幸离世。离世前，她留下“遗愿”，希望将
收到的所有捐助善款，在母校设立专项奖助学
金。5月20日，市十三中学生宇菁的父母将女儿
生前收到的13万余元善款全部捐赠给学校，这笔
钱将以她为名，设立宇菁“立人”奖助学金，用来
奖励和帮扶品学兼优的市十三中学子，“让我们
换种方式，让爱延续。”

高三学子突患白血病去世

“我，应该要去 ICU 了，希望早去早回，也不
知道具体要待多久。”4月16日17点17分，宇菁
在QQ空间更新了最后一条状态，便再未更新过。

4月初，原以为得了普通感冒的她，却在湘雅
二医院确诊为白血病。骨髓穿刺、数不清的抽血
化验、各种难以下咽的药、漫长的失眠和来自身
体各处的疼痛...... 面对痛苦的治疗过程，宇菁却
异常乐观。

在化疗前，她自拍“光头照”，调侃自己是全
院最靓的尼姑。做单采时，她写下“火红的血液
不断涌入机器，管子与胳膊挨着的地方顿时有了
滚烫的温度，我可真是个热血青年！”在她记录与
病魔对抗的文字中，不时穿插着各种搞怪的表情
符号。面对评论区大家的担心，她反而成了那个
安慰对方“不要怕”的人。

宇菁的乐观也感染了身边的人，市十三中全
校师生为她发起捐款，短短几天就筹集 88850
元。在爱心人士的帮助下，全家为她筹到了治疗
的费用。

“如果顺利的话，我想继续参加高考。”在化
疗期间，宇菁给班主任肖辉老师发了信息。

然而这个夏天，她的梦想再也无法实现了。
仅仅19天，无情的病魔还是带走了这个热情开朗
的姑娘。

2000把遮阳伞
被无害化销毁

本报讯（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
沈全华 通讯员 吴静）5 月 18 日，在
渌口交警大队的督导下，2000余把被
收缴的摩托车、电动车遮阳伞（篷），以
液压剪断方式进行无害化集中销毁。

从 5 月 10 日开始，渌口交警大队
集中警力，在城区重点路段、路口设置
卡点开展“一盔一带”专项整治行动，
强制拆除并收缴摩托车、电动车非法
加装的遮阳伞（篷），做到发现一起、查
处一起、教育一起。共查处非法加装
遮阳伞（篷）违法行为2000余起，收缴
遮阳伞（篷）2000余把，警告教育驾驶
人3000余人。

“为了你我安全，请守法文明出
行，自觉抵制‘打伞’行为。”渌口交警
大队相关负责人介绍，电动车、摩托车
非法加装遮阳伞（篷）会遮挡骑行者视
线，大风天气还易致车辆失去平衡。
若发生交通事故，更有可能被金属伞
架伤害身体，甚至危及生命。

整治中，交警还对摩托车无牌无
证上路行驶、违法载人、闯红灯及其他
道路交通违法行为进行有效治理，全
面净化城区交通出行环境。

留下的善款可帮助更多人

轻轻地捧着你的脸，为你把眼泪擦干，这颗心永远属于
你，告诉我不再孤单……一首《让世界充满爱》让在场的很多
人潸然泪下。

当日上午，在宇菁“立人”奖助学金捐赠仪式上，宇菁妈妈
强忍悲伤，将带着女儿和全家心愿的131808元，捐给了母校。

“将心比心，将善款送还学校，就让这份爱传递下去。”宇
菁妈妈告诉记者，这 13 万余元不仅有母校师生的捐款，还有
意外保险报销。宇菁妈妈有一些哽咽，女儿生前一直乐于助
人，这是一笔延续生命的特殊捐款，也是她的遗愿。这笔钱将
支持鼓舞着更多十三中学子实现大学梦，也将是宇菁生命的
另一种延续。

宇菁曾说，如果这个病很难治愈，最后的时间想和家人一
起去旅行，去英国、去法国、去上海，还有她一直向往的浙江传
媒学院。“能帮助更多人，也不枉人间走一遭。”

以宇菁名义捐赠的爱心基金里，记下了女孩对这个世界
最后的温柔。天使来过人间，留下了她的爱。

▲宇菁“立人”奖助学金捐赠仪式现场。记者 谭筱 摄

本报讯（株洲晚报融媒体通讯员
陈静）日前，在荷塘区桂花街道办
事处的指导下，西子社区晓雷爱
心工作室为桂花街道城乡帮困项
目的 20 名家庭困难、学习成绩优
异的孩子送上了由悦爱精英俱乐
部爱心人士捐赠的助学金，助力
其健康成长。

活动为孩子们分别送上爱心
助学金1500元。“我会督促孩子努
力学习，成长成才，将来回报社
会，做一个有爱心的人。”家长代
表张先生向桂花街道城乡帮困项
目一直以来的帮扶以及各位爱心
人士的捐助表示衷心感谢。

仪式结束后，晓雷爱心工作

室志愿者和社工一同走访了 2 户
困境家庭，并为其送上了爱心助
学金。晓雷爱心工作室创始人刘
晓雷表示：“希望受助学生能够树
立远大理想，常怀感恩之心，自立
自强，早日成才，回馈社会。”

本报讯（株洲晚报融媒体通讯员
张红霞）“多亏你们经常来帮助我，
我不觉得孤独了。”5月16日下午，
荷塘区明照街道青塘社区党支部
组织党员志愿者到独居老人贺大
爷家中开展志愿服务，让贺大爷心
里由衷地高兴。

年近70岁的贺大爷未生育过
子女，老房征收后的他一人独自居
住在安置房。因身患疾病，贺大爷
照顾自己非常吃力。

青塘社区党支部了解到这一
情况后，立即组织 6 名党员以及

社 工 、乡 村 医 生 来 到 贺 大 爷 家
中。村医为他测量血压、血糖；社
工与他聊天谈心，询问他的身体
状况、生活需求和存在的困难，并
一一记录，为他发放联系卡；党员
们为他打扫清理厨房、卫生间，擦
洗地板……

经过2个多小时的清理，贺大
爷家地板重新焕发光亮，物品摆放
整整齐齐。“感谢社区的关心和帮
助，谢谢你们陪我聊天，我很开
心。”贺大爷笑容满面地说。

孤残儿童当上“小消防员”

独居老人感受亲情温暖

贫困学子获爱心助学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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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心人士助力桂花街道贫困学子成长成才。通讯员 供图

大考来临，给予孩子情感滋
养就是最好的支持

“眼看就要中考了，我却每次模考都掉
名次。同一个跑道上，别人都在前进，我却
在退步，心里特别着急……”

小林（化名）是一名初三男生，一直很
自律很刻苦。但越临近中考，越心头发慌，
眼看从年级前三掉到了二十名，他很自责，
感觉对不起父母，也对不起对自己寄予厚
望的老师。他说，每次考完，爸爸都会鼓励
他：“我相信你，再加点油，一定可以做得更
好！”妈妈经常会以调侃的语气说：“你看谁
谁都比你考得好，你的实力不比他差，加
油！”

我邀请小林体会，当爸爸妈妈这样
“鼓励”他的时候，会有怎样的感受？他慢
慢澄清自己的感受，“爸爸说我还可以做
得更好，我感觉自己现在做得还不够好，
还没有达到爸爸的期待。妈妈说的话也
会让我不自觉地跟别人比较，反省自己做
得不够好的地方。我知道爸爸妈妈是想
鼓励我，可是，我会觉得很沮丧。”

小林说，他每晚刷题到12点半，早上
6点起来读英语，中午舍不得睡午觉，“几
乎所有的精力都放在了学习上，可是，效
果反而更差了。”

我邀请小林以好朋友的身份看待自己
的状态，他说：“绷得太紧了，太不想让父母
失望了，就像一个麻木的刷题机器，生活里
只剩下学习、考试这两件事。”

我引导他做出调整：“小林怎么做可
以帮到自己？”

“现在新课早学完了，查缺补漏就好了，
每天刷那么多真题，除了挤占更多的时间，
其实毫无意义。”小林在“好朋友”的角色里，
慢慢地厘清自己，“他的学习基础不错，应该
有的放矢，将有限的时间利用好；中午休息
15分钟，下午晚上头脑会更清晰；下课可以
打打球，唱唱歌，和同学聊聊天……”

我引导小林从“一生”的视角，去看待
几次月考成绩的起伏，他明白，几次考试
失利实在不值一提。

回到自己的角色里，小林认真地表
达：“去享受生活本身！按自己喜欢的方
式去做喜欢的事，尽力就好！”

面对孩子的考试焦虑，大多数家长都
说，我没有给他太大的压力呀！殊不知，有
时候不自觉的比较、评判，和大道理，无形
中成了束缚孩子的紧箍咒，成为孩子对自
己评判的标准。达不到标准会带来担心、
害怕、内疚，甚至绝望。所以，家长先放松
下来，过好自己的生活，自信乐观，笑口常
开，孩子自然会感受到生活的乐趣与生机。

大考来临，父母给予孩子情感滋养就
是最好的支持！祝福孩子们！

（毕亚炜）

毕亚炜：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国际
心理剧考试委员会认证导演，株洲市中医
伤科医院创伤后病人心理干预课题负责
人，株洲市红十字会心理援助志愿队队
长，天元区心关爱社区心理服务中心心理
专家，天元区检察院未成年人保护中心咨
询师，湖南省红十字会“四星”志愿者。

本报讯（株洲晚报融媒体
通讯员 黄婷 记者 唐朝）近日，
株洲市智亲协会组织带领株洲市
儿童社会福利院和芦淞区未保中
心的 30 余名儿童，走进芦淞区消
防救援大队，开展“残健共融 快
乐同行 乐学防火”安全教育实践
活动。

“叔叔，灭火器是怎么用的？”
“叔叔，这辆消防车是怎样灭火
的？”孩子们对消防车和消防器材
很 感 兴 趣 ，围 着 消 防 员 问 个 不
停。在消防员的带领下，孩子们
参观了消防车和器材装备。消防
员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耐心解说每
一类器材的名称、用途及使用方
法并进行操作示范，还指导孩子
们穿上了厚厚的战斗服，当了一
回“小小消防员”。

随后，孩子们参观了救援站
寝室，了解消防员的生活和内务
建设，对消防员整齐划一的内务
建设赞叹不已，并亲身体验把被
子叠成“豆腐块”的乐趣。

市智亲协会主席刘芳表示，

在第31个全国助残日这个特殊的
日子里，这场主题活动促进了残
健共融，传播友善、互助、感恩、向
上的正能量，让孩子们从小培养
安全意识，感受到消防官兵的关

爱和社会大家庭的温暖。同时刘
芳呼吁大家共同来关注困境群
体，让他们感受到更多关爱和包
容。

▲在消防员叔叔的帮助下，孩子们当上了“小小消防员”。通讯员 供图

▲村医为贺大爷测量血压。通讯员 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