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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武逸民 特约记者 李帆

本报讯 打算申请小额担保贷
款的市民请注意：由于银行即将进
行年度结算，我市2012年度政策
性小额担保贷款资料受理工作将
于今日12时截止，明年受理的具
体时间另行通知。

符合条件需要办理业务的人
员和企业，今天上午请抓紧时间到
位于唐宫路与光华路交叉口东10
米（唐宫中路48号）的小额贷款担
保中心办理相关手续。

小额担保贷款主要用于失业
人员、转业退役军人、大中专毕
业生、残疾人、回乡创业农民工、
被征地农民等人员自谋职业、自
主创业以及为安置这些人员的
经济实体或企业提供小额贷款
支持。

符合条件人员自主创业、自谋
职业可申请的小额担保贷款额度
最高不超过 10 万元；对合伙经
营、组织起来就业和微型企业，可
按照人均5万至10万元、总额一
般不超过100万元适当扩大贷款

规模；对符合条件的劳动密集型
小企业或集中使用残疾人的企
业，可根据该企业实际招用符合
条件的人数，按照人均5万至10
万元合理确定贷款额度，一般不
超过200万元。

小额担保贷款期限一般为1
年至2年。对已经通过小额担保
贷款扶持实现成功创业，且按时归
还小额担保贷款的，可随其经营规
模的扩大和带动就业人数的增加，
继续给予小额担保贷款扶持。

咨询电话：（0379）63234276

本年度小额担保贷款今日12时停办
明年受理时间另行通知

□记者 郑凤玲

被大货车撞倒身受重伤的准
新娘媛媛（化名），下个月就要结
婚了。

12月5日，本报A12版刊登
《小心！大货车拐弯时有个“死亡
弯月”》一文报道了媛媛的遭遇
后，该文被多家媒体转载，南阳一
家婚庆公司和记者联系，表示愿
免费为媛媛操办一场主题婚礼。

这家公司叫南阳唯美汇精致
婚礼会所，其负责人叫赵寻，和媛
媛一样也是23岁。看到媛媛的遭
遇后，她给记者发来了邮件：“他俩
的故事就是‘不离不弃’这四个字
最好的诠释……我要为这对新人
送上一场婚礼，用我的微薄之力，
让更多的人为媛媛祝福。”

通过记者牵线，赵寻和媛媛
取得了联系。她的诚意打动了媛
媛，媛媛推掉了原来的婚庆公司，
把终身大事的操办事项托付给素
未谋面的赵寻。而赵寻也非常认
真，她仔细和媛媛沟通，确定了婚
礼的主题，让媛媛的男朋友晓冰
（化名）到预订酒店拍摄视频，并
把这些视频传到南阳。

根据这些视频资料，赵寻和
自己的策划团队设计了好几个婚
礼场景。目前婚礼的各种准备工
作正有条不紊地进行。

“我要为媛媛办一场与众不
同的婚礼。”赵寻很有信心地说。
让我们一起期待：2013年1月4日
那一天，赵寻给我们带来一场美
丽的婚礼，更期待媛媛披上婚纱，
成为最美丽的新娘。

南阳一婚庆公司
要帮媛媛办婚礼

□记者 马文双

昨日，河科大一附院肿瘤内
五科病房里，脑肿瘤患者高洪来
的精神好了很多，说话也有了力
气，满心欢喜的他和妻子让女儿
高亚培拨通了记者的电话。

原来，自打4日本报刊发《夫
妻本是同林鸟 大难来时见真情》
一文，报道了高洪来夫妇同患重症
却相扶相守的故事后，很多素不相
识的好心人给他们送去了关爱。

来到病床前，记者先送上我
们为高洪来夫妇拍的合影。夫妻
俩接过照片，轻轻地摸了好一会
儿。随后，高洪来让女儿向记者
讲述了报道刊发后发生在他们身
上的感人事儿。

高亚培从病床旁的柜子里拿出
一张纸，上面记录着每一位看望过
和关心着她父母的好心人的情况。

高洪来所在病区的医护人员
不仅为他们捐款2000余元，还帮
他们申请了民政部门的救助资
金，让高洪来得以继续接受治疗。

市民李先生不仅给他们送去

500元钱和一些水果，还送给他们
一本抗癌书，鼓励他们乐观走下
去。市民韩先生和两位不愿留下
姓名的女士，匆匆到病房塞给高
洪来几百元钱，留下几句鼓励的
话就匆匆离去……

高亚培说，她想记下每一位
好心人的名字，将来一一向他们
致谢，可很多人不愿留姓名。

与高洪来同住一层楼的其他
患者及家属也纷纷去看望他们。
条件不太好的，就尽己所能为他
们送了些吃的；条件好点的，就给
他们送钱。患者家属赵女士也来
捐款，她说，她家有一个肿瘤患
者，就已让她觉得很艰难。当她
看着年纪轻轻的高亚培为省钱给
父母看病只吃馒头咸菜时，她真
的很心疼。

高亚培很少在患病的父母面
前掉泪，但面对这么多素不相识
的好心人，她的眼泪不知流了多
少。“今天中午，一个护士自己吃
完饭后又给我爸带了一份。”高亚
培说，她想通过本报向这些好心
人说一声“真的很感谢”。

患难夫妻引关注
热心市民送关爱

80后骑友陪聋哑儿童过周末

“无声世界”暖流涌动

教室的一角，一个戴着鸭舌
帽、穿着时尚的女士正在吹气球，
身边两个小朋友不停地对着她喊：

“妈妈快点儿，我要最大的气球。”
她是网友“步娘”，今年27岁。“扎
小辫儿的是我女儿如意，剪着娃娃
头的是我的‘小女儿’涵涵。”“步
娘”笑着说。

“涵涵和我没有血缘关系，却
走进了我的生活。”“步娘”说，今年

6月，她带着4岁的如意来看孩子
们。大家围坐在地上堆积木时，
如意突然把她手里的积木拿走
了，不料涵涵立刻把那块积木从
如意手里要过来还给了她。

“一个不到3岁的小朋友竟然
会维护我，我当时就决定要好好
照顾她。”“步娘”一边说，一边把
吹好的气球递给涵涵。

知道下午要来看小妹妹，如意

高兴地午觉都没睡。“我把我最喜
欢的小羊送给妹妹了。”如意指着
涵涵手里的玩偶高兴地说。

近3个小时的活动马上要结束
了，孩子们和骑友们都依依不舍。

“孩子们灿烂的笑容常常让
我们感动，我会和‘骑兵’们一起
努力，给他们更多的关爱，让他
们快乐地成长。”“曾经两米七”
笑着说。

带女儿一起陪聋哑儿童，她给女儿认了个妹妹

网友“曾经两米七”是此次活动
的发起人。他说，他刚有帮助聋哑儿
童的想法时，有人觉得他们太年轻，
没什么经济基础，肯定坚持不了多
久。但他始终坚定自己的信念——
公益不一定要和金钱挂钩，精神上的
帮助比物质上的帮助更重要。

从今年6月开始，“曾经两米
七”和骑行社的“骑兵”们每个月都
会抽时间到启音聋儿语言康复中
心跟孩子们一起画画、玩游戏，陪
他们过周末。渐渐地，他的想法得
到了越来越多人的肯定，除了骑行
社“骑兵”的支持外，一些年轻人也

加入这个队伍。他组织的关爱聋
哑儿童“骑兵”队伍，从一开始的几
十人，发展到现在的200余人。

“陪孩子们过周末或许不能改
变什么，但至少能让他们感觉到有
人关注他们、爱护他们，他们并不
孤单。”他说。

发起者：要让聋哑儿童感到有人爱护他们

8日，启音聋儿语言康复中心
全托班近20名孩子没有回家过周
末。几个大一点儿的孩子不时跑
到老师跟前，用手比画着骑自行车
的动作，老师笑着安慰他们：“快来
了，就快来了。”

14 时 30 分许，梦想骑行社
的“骑兵”们刚一推开教室门，孩
子们就围了上来，抱着他们笑个
不停。

一名老师说，全托班都是3岁
至 6岁的孩子，父母多在外地工

作，几个月才能接他们回一趟
家。“骑兵”们的到来，让孩子们很
开心。

“每当有孩子在我面前比画着
骑自行车的动作，我就知道孩子想

‘骑兵’了。”一名老师说。

想“骑兵”时，孩子们就比画骑自行车的动作

他们，是一群可爱
的孩子，因先天或后天
的原因造成听力、语言
等方面存在障碍，在启
音聋儿语言康复中心
聚到了一起。

他们，是一群爱
好骑自行车出行的80
后，自称“骑兵”。因
热爱公益事业，和启
音聋儿语言康复中心
的孩子们结缘。从 6
月到现在，他们每个
月都会抽时间去看孩
子们，让孩子们的周
末充满欢声笑语。

□见习记者 程芳菲/
文 李渊博/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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骑友们陪着玩，孩子们好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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