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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冬里，贫困家庭急需棉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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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阳·城事

□见习记者 余子愚

近日，陕西宝鸡读者周建华来电，说看
到本报寻找创刊号的消息很激动，他收藏
的晚报创刊号，是当年洛阳市邮电局的热
心人给他寄的。

《洛阳晚报》异省受青睐

周建华，今年48岁，现在宝鸡移动通
信分公司工作。日前，洛阳晚报记者通过
电话和QQ对其进行了采访。

周建华说，他不仅收藏晚报创刊号，还
举办过报纸展览，晚报创刊号在展览中受
到广泛关注。

“1994年12月，我在陕西省凤翔县邮
电局工作，在单位举办了一次报纸展览，其
中就有《洛阳晚报》。”周建华说，“我还写了
一篇稿子，寄给《洛阳晚报》，没想到在当年
12月26日的头版刊登了！”

周建华通过QQ给洛阳晚报记者发来
一张图片，可以看到一篇题为《〈洛阳晚报〉
异省受青睐》的报道，署名为“凤翔县邮电
局 周建华”。

感谢当年洛阳市邮电局的热心人

“1994年，得知《洛阳晚报》试刊、创刊
的消息后，我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给当时
的洛阳市邮电局办公室写了一封信，希望
他们帮我找《洛阳晚报》试刊号和创刊号，
并请寄信人留下姓名以便我日后感谢。”周
建华说，“后来，我收到了用挂号信寄来的
报纸，但寄信人没留姓名。”

周建华说：“收到创刊号时，我特别激
动，非常感谢这位热心人，让我对洛阳这个
城市充满了感恩。”

周建华说：“在创刊20周年之际，寻找
创刊号收藏者，说明《洛阳晚报》时时刻刻

为读者着想。不管我们收藏创刊号的初衷
如何，能在晚报创刊20周年之际，得到一
本收藏证书，也算是《洛阳晚报》的过人之
处和对读者的回报吧。”

除了试刊号第一期和创刊号，周建华
还收藏有一些报道重大事件的《洛阳晚
报》，如“建党90周年”“国庆60周年”“北
京奥运会”等特刊，还有2011年4月13日
的《国色天香——4D牡丹特刊》等。

凡是拥有《洛阳晚报》创刊号的读
者，我们都向您发放由洛阳晚报编辑部、
洛阳日报社社史馆联合颁发的收藏证
书。这既是荣誉，也是缘分。（晚报热线：
66778866，忻记者：13643891476）

洛阳车汇一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拥
有洛阳市第一家专业二手车展厅，包括地
上、地下近8000平方米。车汇一的经营范
围囊括了二手车评估、二手车收购、二手车
销售、二手车寄售、二手车金融分期等业务
以及各个品牌的新车代购及置换服务。

□见习记者 王若馨 实习生 蔡莹

《“晚报娃娃”大家庭，再添五
名新成员》（11月26日A07版），讲
述了5名幸运的新成员加入“晚报
娃娃”大家庭的故事。报道刊发
后，又掀起了一阵市民踊跃报名

“晚报娃娃”的小高潮，在来电的众
多符合年龄条件的读者中，我们严
格筛选出了和晚报特别有缘分的
两名新成员。

朱亚辉：理工身，文艺心

● 入围感言：“我拥有理工男
的外表、文艺男的内在！”

“在洛阳市范围内1994年1月
1日出生的孩子应该挺多的，向你
们报名的应该也不少，我能被选
中，真是运气不赖啊。”说到和晚报
的缘分，朱亚辉讲了一个故事：“我
小时候学认字，启蒙‘教材’就是
《洛阳晚报》。那时候，我爸妈拿着
报纸教我一字一句地读，慢慢地，
我能自己看懂报纸了，我觉得我的
阅读能力就是读报练出来的！”

现在，朱亚辉就读于我市某拖
拉机专科学校。他说：“我学的专
业是完完全全的理工科，平时也总
是跟机器什么的打交道，但是，我
觉得我的内在还是文艺的……”说
到这儿，他不好意思地呵呵笑起
来：“我文艺的‘内核’是上小学时
就有的。上小学的时候，我参加过
晚报的小记者培训，拿到了小记者

证，我那时候心里真是特别美！直
到现在，我还爱在上课之余看看
书、读读报。”

对于即将到来的20岁，这个
“理工男”也有着自己的憧憬：“能
和许多同年同月同日生的伙伴一
起过生日，我很期待；希望新的一
年，自己能掌握更多的知识，找一
份理想的实习工作。”

冯浩元：爱动漫，爱文艺

● 入围感言：“我应该是‘晚
报娃娃’中最爱动漫的吧。”

说到与晚报的缘分，冯浩元告
诉我们，他如今在伊川一所动漫创
意学院读动漫专业。他说：“我从
小就喜欢动漫，现在学这个，也算
实现了自己的心愿。这次你们找
到我，还说要送给我一份生日礼
物，我刚才也突然萌生了一个想
法，如果有机会，我想结合我的专
业给晚报送上一份礼物！”

其实说到缘分，冯浩元和《洛
阳晚报》的缘分可得从1994年说
起。他说：“听我妈说，我出生不久
就收到了晚报送的生日礼物——
一只沙皮狗玩偶和一本精美相
册。那只沙皮狗可是我的小伙伴，
我抱着它睡了好几年呢。”

寻找“晚报娃娃”大型活动报
名火热持续中……目前，报名活动
评选规定的12名新成员席位仅剩
5个。与晚报同年同月同日生的
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拨
打66778866联系我们吧！

本月底，这20名被选中的“晚
报娃娃”，将被我们邀请来参加由
本报和爱心企业“京熙·达园”共同
举办的大型生日派对，当天我们还
会向他们每人送出一份神秘的生
日大礼，赶快加入我们吧。

报名时，请留下您的姓名、家
庭住址，并简单介绍您与晚报之间
的缘分故事。

 《洛阳晚报》20年庆之“京熙·达园”杯寻找“晚报娃娃”大型活动

▲

 《洛阳晚报》20年庆之“车汇一”杯“寻找晚报创刊号”

▲

“晚报娃娃”再添两名“文艺青年”
1994年1月1日出生的您，还在等什么？快拨打66778866报名吧

洛阳邮局热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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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习记者 魏巍 通讯员
涂巍

昨日凌晨，3岁的乐乐
（化名）穿着单衣单裤在街
头哭着找爸爸，幸亏路过的
市民及时发现并报警，最终
帮他找到了爸爸。

昨日凌晨1时3分，尹先
生和一伙计路过西工区中州
路与影院街交叉口时，看到一
个哭泣的小男孩。男孩看起
来有两三岁，穿着单衣单裤，
被冻得浑身直打哆嗦，还一直
喊着：“爸爸，你在哪里？”

尹先生试图安抚他的
情绪，但男孩始终哭得说不
出话。无奈，尹先生只好报
警求助。

昨日1时12分，车站派
出所民警赶到现场时，男孩
的哭声还没有停止。一位民

警将他抱起来逗着玩，等孩
子和大家熟悉后，才停止了
哭泣。

经过一番耐心询问，小
家伙说他叫乐乐，并指着北
边说自己住在7楼。随后，民
警和尹先生在乐乐的指引下
进入一个小区的单元楼内，
可爬上了7楼，乐乐却说这
不是他的家。他们带着乐乐
逐层认了近1个小时门，乐
乐仍没有找到自己的家。

这时，楼下走上来一名
黑衣男子，该男子正是乐乐
的父亲王某。原来，乐乐今
年3岁，当天晚上只有父子
两人在家，乐乐睡着后，王
某喝了些酒后外出，回家却
发现乐乐不见了，便赶紧出
门寻找。

（线索提供者宁女士获
线索奖50元）

□记者 丁立

河南梦想之旅文化传
播公司捐赠的20床爱心棉
被，被送往孟津县横水镇光
华村，让那里的留守老人们
盖上了新被子；市弘运驾校
捐赠了20床爱心棉被，在感
恩节送到了一些进城务工
人员手中……

眼下，本报“爱心后备
厢”活动洛宁故县镇之行即
将起程，可因为缺少棉被、
棉褥，我们迟迟无法出发。

亲爱的读者朋友，当我
们在暖气房、空调屋里，盖
着一层毛毯舒适地入眠

时，您可曾想到，很多山区
的孩子和老人，还盖着又旧
又破的薄毯。一床温暖的
棉被或棉褥，是他们最需要
的帮助。我们在此呼吁爱
心企业和人士，再次伸出援
手，紧急捐献30床棉褥（或
60床棉被），让那些留守山
区的孩子和老人能更温暖
地入睡。

如果爱心企业或人士
愿意帮助他们，欢迎您在
这 两 天 拨 打 本 报 热 线 ：
66778866。我们将在第一
时间把满载您爱心的被
褥，送到故县镇的贫困家
庭中。

□记者 王妍

功夫巨星成龙坐在沙发
上，戴着眼镜，正认真读着咱
洛阳人为他写的诗。一旁的茶
几上，是“微雕达人”孙应民为
他雕刻的微雕印章“成龙之
玺”。看到成龙团队发回的照
片，家住涧西区的孙应民，既意
外又高兴。

用心雕刻的礼物，成
龙很喜欢

昨日，洛阳晚报记者在孙应
民的手机上看到了这张照片。

今年51岁的孙应民自幼
喜欢书画、篆刻，对微雕更是情
有独钟。上周，得知成龙要来
洛阳出席一商场的开业庆典，
孙应民与朋友索彪连夜准备了
一份礼物。

“龙行帝都洛阳城，真才
纵横任西东。善缘如春花富
贵，美名古今谁争锋。”索彪以

“龙、真、善、美”4个字作了一
首藏头诗，孙应民将这首诗以
微雕形式刻在边款上，并在印
面刻下“成龙之玺”4个字。

通过商场的工作人员，孙
应民将礼物送给了成龙的工作
团队。据随行的工作人员介绍，
成龙收到这份礼物后十分喜欢，
还认真朗读了上面的诗句。

1平方厘米的章面，能
刻下400多个字

一片小拇指甲盖大小的章
面，一把自制的刻刀，无须再借
助任何放大仪器。孙应民提起
一口气，屏住呼吸，手里的刻刀
以极小的幅度微动，一个个比
沙粒还小的白点次第出现在章
面上。

须臾工夫，孙应民放下刻
刀，借助显微镜，李白的《春
夜洛城闻笛》便呈现在我们
眼前。全诗 28个字，仅占了
章面一角。

“之前，他在1平方厘米左

右的章面上雕刻《大悲咒》，刻
下了 442个字。”一旁的朋友
介绍。

孙应民八九岁时，在其父
亲的好友家中，被清末民初微
雕名家于硕的一件象牙微雕作
品吸引了。

这个宽约0.5厘米、长不过
2厘米的象牙，在高倍放大镜下
神奇地幻化成一幅笔势纵横的
山水画，一花一叶纤毫毕见，堪
称鬼斧神工。

太神奇了！这是怎样刻上
去的？孙应民拿着这枚牙雕，
如痴如醉。从此，他便沉醉在
这种微妙中。

赴日交流，观赏者直
叹其眼睛构造异于常人

数十年的积累，孙应民的
微雕技艺逐渐精湛，在其父亲
的建议下，他将自己在书法、绘
画、佛教等方面的积累与微雕
融合，在业界渐渐声名鹊起。

1994年，孙应民应邀到日
本进行文化交流活动。看到他
的表演，现场皆是一片惊叹声：
不借助放大仪器的雕刻，一定
是孙应民的眼睛构造有特别的
地方。

“微雕完全是凭借雕刻者

的感觉与积累，和眼睛没有什
么关系。”孙应民说。为了证明
这一点，他当场蒙上眼睛进行
表演。蒙上眼睛，孙应民在花
生米大小的章面上凭感觉刻下
了唐诗《枫桥夜泊》，在场者无
不拜服。

曾得季羡林帮助，欲
申请微雕吉尼斯纪录

1999 年，在完成《心经》
《大悲咒》等佛教经典的雕刻
后，孙应民想完成《心经》的梵
文原版微雕。彼时互联网等还
不发达，要得到《心经》的梵文
文稿并不容易。

几经辗转，孙应民带着《心
经》的一件微雕作品，在朋友的
介绍下来到了国学大师季羡林
家中。季老听了孙应民的想
法，夸赞他：“你的想法很好，很
新颖，要好好做。”季老还嘱咐
他的学生为孙应民提供手抄版
的《心经》梵文文稿，作为其微
雕模本。

这份手稿，孙应民至今仍
珍藏于家中，连同大师的叮嘱
一并记下。前不久，他得知吉
尼斯世界纪录中有微雕这一门
类后，欲带着他的刻刀申请该
纪录。

洛阳“微雕达人”赠成龙刻诗印
孙应民的微雕有多精细？1平方厘米的章面，他能刻下400多个字

深夜里，3岁男孩身着单衣街头哭

▲ 正在看藏头诗的成龙
◀ 孙应民的微雕作品

（图片由索彪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