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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电职工 欢聚一堂
信阳消息 (方 菲 )

近日，信阳供电公司变电
运维室为今年退休的员工

举办了热闹的座谈会。
退休的员工中，有 41

年倾情守护变电站安全运

行的老站长， 有常年两地
奔波、 勤勤恳恳奋战在生
产一线的女站长和普通女

值班员， 运维室对他们的
辛勤工作和奉献精神给予

了中肯的评价， 感谢他们

不辞劳苦的付出， 并对其
今后的退休生活送上美好

的祝福。同时，恳请这些老
同志退休之后， 常回来看
看， 继续将他们宝贵的工
作经验传授给年轻一代，
对单位各项工作积极献言

献策，发挥余热。
退休的员工和在职人

员欢聚一堂，他们感谢企业
的关爱， 表示一定不遗余
力，将毕生所学反哺企业。

学生突发癫痫，平桥区龙井乡汪婷老师“舍手”相救———

“我把他当成自己的孩子！ ”
信阳消息（记者 李亚云）

近日 ， 平桥区龙井乡中心小
学教师汪婷舍 “手 ”救学生的
事迹温暖了不少市民 。 上课
期间 ，学生突发癫痫 ，为避免
孩子再次受到伤害 ， 汪婷不
假期思索地将手指伸进孩子

嘴里 ，任由抽搐的孩子咀咬 。
回想起当时的情景 ，汪婷说 ：
“那一刻 ，我把他当成了自己
的孩子！ ”

突如其来的意外发生在

19 日上午第一节课的课堂
上。 当时，龙井乡中心小学三
年级二班的数学课堂上一如

平时的安静有序，孩子们正在
预习例题 ， 汪婷老师走下讲
台， 巡视孩子们的预习情况。
“我走到教室中间， 突然听见
身后传来痛苦的叫声，回头一
看 ， 前排的一个学生身体后
仰 ，正在抽搐 ，面部表情十分
痛苦！ ”

回想起当时的情景，汪婷
忍不住捏了把汗。 “十几年前，
我读高中时 ，班里有个同学 ，

发病时跟这个情景很像。 ”提
着一颗心 ， 汪婷三步并作两
步跑到发病学生跟前 ， 将右
手食指 、 中指一齐塞进孩子
嘴里 ， 左手开始掐孩子的人
中。 “这个过程持续了 1 分多
钟 ， 当时右手一阵阵钻心的
疼 ，但我不能放手 ，我怕孩子
会咬到舌头。 ”

犯病的孩子很快陷入了

昏迷状态 ， 从孩子嘴中抽出
手 ， 汪婷的两个手指已经被
咬得血肉模糊 。 顾不上自己
受伤的右手 ， 汪婷第一时间
联系孩子家长。 学校领导、老
师也加入了救护孩子的队

伍 ， 与救护车一起将孩子送
往医院接受治疗 。 经医护人
员救治 ， 犯病孩子目前已经
脱离危险。

事后，记者了解到犯病的
学生父母常年在外务工，孩子
由 70 多岁的爷爷奶奶照顾 。
孩子的姑姑说，孩子在上一年
级的时候曾发过一次病。 这段
时间 ，天气忽冷忽热 ，孩子有

些发热，也许这是引起这次发
病的原因。

随后 ， 医生对汪婷的手
进行了清洗 ， 并为她注射了
预防血清 。 汪婷这才感受到
受伤手指的剧烈疼痛 ， 十指
连心啊 。

“当时顾不上考虑那么
多，救孩子要紧。 ”汪婷说，“我
的女儿跟这个孩子一样大，也
在我们学校读三年级。 可能因
为孩子们年龄相近，我把班里
的孩子都当成自己的孩子一

样看待，特别班级里的双留守
儿童，需要老师给予他们更多
的关爱。 ”

今年 35 岁的汪婷已有 12
年的从教经历。 谈起对这次突
发事件的处理，同事们都称赞
她“冷静、及时、反应快”。 她却
笑着说：“大概是我年纪大，见
得多。 ”

我市首届剪纸作品展开展

百余幅作品展现淮上民间文化之美

信阳消息 （记者 马依钒）
信阳剪纸风格独特， 是豫南文
化艺术的瑰宝 ，20 日上午 ，我
市首届剪纸作品展在市群众艺

术馆开展 ，100 多幅剪纸作品
亮相，展期将持续一个月。

“孩提时， 跟剪纸打过照
面，当时看别人剪，很着迷。 没
想到退休后， 我也有机会拿起
剪刀，如今，也能剪出像样的作
品了。”退休后的李瑛一年前开
始学习剪纸， 凭着一股子认真
钻研的劲头， 她的剪纸水平进
步很快， 这次参展的 《八仙过
海》《金陵十二钗》《采莲女》等
作品形神兼备，引人注目。

年过六旬的李玉真也是剪

纸爱好者，此次共有 6幅作品参
展，质量均属上乘。提起剪纸，她
一肚子话：“当我创作出心目中
的纹样、图案、造型时，我无比快
乐，剪纸艺术似乎让我回到青年
时代，我将继续努力，多出精品，
不辜负这个时代。 ”

信阳剪纸具有南北兼容的

艺术特性， 是淮河文化和豫南
民间文化的灵性融汇 ，2015
年， 被列入河南省非物质文化
遗产名录， 受到社会各界的广
泛关注，为庆祝改革开放 40 周
年，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促进非
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

市文广新局、市群众艺术馆、市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专门

组织此次展览活动。
记者从活动主办单位了解

到， 此次展出作品内容涵盖花
鸟、风景、人物等，创作者大多
为我市剪纸爱好者， 其中有 6
岁儿童， 也有七旬老人。 近年
来， 我市剪纸艺术传承人群规
模不断扩大， 传统民俗剪纸悄
然复活，套色剪纸、拼色剪纸、
立体剪纸等新型艺术剪纸层出

不穷，剪纸与书法、绘画以及雕
刻等艺术形式融合共生， 以许
煦为代表的剪纸艺术家更是将

信阳剪纸带出国门，走向世界。

市民观赏剪纸作品 本报记者 马依钒 摄

这截木头咋就“上了天”？
希望有关部门关注并妥善处理，谨防

安全事故发生

信阳消息（记者 杨长喜
周 涛 ）“我们这里有一截
树木‘上了天’。 ”近日，有
河区东双河镇读者向记

者反映称树木 “上天”，这
是怎么回事儿呢？

根据读者提供的线

索， 记者来到东双河镇左
店村。 读者所说的“上天”
的树木， 位于左店村文化
广场南侧道路旁一根线杆

处。线杆顶端，各种粗细不
一的线缆密密麻麻， 目测
有10 余根。就在距离线杆
不到一米的地方，一段直
径约有 30 厘米、 长近半
米的树木就挂在这 10 多
根线缆的中间。 仔细观察
可以发现，这些线缆有的
已经与树木长成一体，有
的则被人束在一起，用铁
丝固定在了树木上。 在这
些线缆和线杆的共同作

用下，这段树木看似安稳
地在空中安了“家”。 地面
上， 一株树桩依然清晰；
远处，一座信号基站竖立
在山坡上。

左店村村支书张世海

告诉记者， 这根线杆旁原

先有一棵白杨树， 线缆就
贴着白杨树架设。 随着时
间的延续， 线缆慢慢地勒
进了白杨树。 今年夏天，
不知道谁将这棵白杨树

锯掉，只留下了树桩和线
缆上的那一段树木。 这些
线缆有通信光缆，也有有
线电视线等，村里很担心
这段树木掉下来砸到人

或者其他物体，也担心这
段树木造成线缆断掉，影
响居民正常生活。 他已经
多次向移动公司、联通公
司、铁塔公司等相关单位
反映过，但一直没有人来
处理。

就在记者采访时 ，一
辆挂着“通信抢险”牌子的
车辆停在了村文化广场

旁， 记者当即上前了解情
况。 车上一位汪姓工作人
员告诉记者， 他是铁塔公
司负责基础设施建设的，
线杆上的线有通信光缆。
由于不负责这一块儿工

作，他拍下了现场照片，并
表示将该情况反映给有关

方面， 希望这个问题得到
解决。

“飞上天”的木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