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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 讯

今年8月初的一天，艳阳高照，小茗

和妈妈一起来到了赵金义家登门拜谢。

直到娘儿俩登门，赵金义夫妇仍

不肯承认他就是那个匿名的好心人。

但是在确凿的“证据”面前，再“抵赖”

也没用了，小茗和妈妈也认定是他们。

除了感激、感谢，小茗还带来了1

万元钱。她和赵金义夫妇说：“因为您

的资助和鼓励，我才能顺利读完高中，

考上大学。现在，我在学业之外还做

了几份兼职，已经能自食其力了。您

资助我的这1万块钱无论如何要还给

您，希望您能够帮助那些比我更困难

的人。”

但是，无论小茗怎么说，赵金义夫

妇都不肯收这钱。最后，小茗和妈妈

趁赵金义夫妇不注意的时候，把钱塞

到了沙发底下，回到家之后，又给他家

打了电话，说明了塞钱的地方。

拿着小茗还来的1万元钱，赵金义

夫妇辗转反侧。他们决定，要以小茗

的小名——小月的名义建一个爱心助

学基金。除了这1万元，赵金义自己的

企业还要追加资金，同时，呼吁更多的

爱心企业和爱心人士也参与进来，把

基金建起来，帮助更多的寒门学子。

成立爱心基金，帮助更多人

为省路费
摩托车载人上高速

本报沧州电（通讯员曹国新 记者韩泽祥）近

日，在大广高速任丘辖区内，一辆摩托车驾驶人搭

载着一名同伴行驶在高速公路上，幸好被巡逻的

交警发现，及时制止并劝离高速公路。

当时，该摩托车在大广高速南行1426公里处

的应急车道上飞快行驶，车后座还坐着一个人，看

上去十分危险。所幸，摩托车进入了任丘服务区，

高速交警任丘大队民警随即驱车上前，利用车载

喊话器将该摩托车叫停。

经了解，摩托车驾驶人是邢台南宫人，自北京

上高速，为省点路费，骑摩托车搭载同伴回家。

民警介绍，摩托车与汽车有所不同，在行驶过

程中，任何一个轻微的小动作，都可能酿成惨剧，

摩托车驾驶员在高速公路上行驶时一定要集中精

神驾驶，手不能离开方向盘，不能牵引其他车辆，

也不能被其他车辆牵引。同时，按照相关法律规

定，两轮摩托车在高速公路行驶时不得载人，不得

长期占用超车道，应当在最右侧车道行驶，两轮摩

托车载人的处以200元罚款。

随后，高速交警将这辆摩托车引至距离大广

高速任丘服务区最近的鄚州收费站处驶离高速公

路。

沧州正式启动
秋冬季造林绿化工程
重点打造大运河沿线和城区绿化

本报沧州电（记者代晴）近日记者获悉，沧州市

秋冬季造林绿化工程已正式启动，大运河沿线绿化

工程和中心城区高速公路围合区绿化工程，将作为

重点工程推进。两项重点工程涉及 10 个县（市、

区）30个乡镇，新造林约48.8万亩。

沧州市以传承大运河生态文明、建设大运河生

态文化带、改善大运河沿线生态环境为目标，启动

了大运河沿线绿化工程，把运河沿线打造成为沧州

特色、富民强市的生态带、经济带、文化带。工程

中，将绿化运河两岸河堤 234 千米，计划新造林

33.8万亩，2017年秋冬季完成主体工程建设，2018

年春季完成工程扫尾。在大运河（不含中心城区

段）河道两侧各建设宽度500米以上、在只有一侧

堤岸（运河西岸属于衡水市管辖）的东光、吴桥段建

设单侧宽度不低于1000米的大绿廊，其间布局森

林公园、家庭林场、桑果采摘园、林果观光区、林业

体验园、绿色生态休闲区、运河生态公园等。

中心城区高速公路围合区绿化工程涉及运河

区、新华区、开发区、高新区和沧县、青县的11个乡

镇25个村，其中，沧县13万亩、运河区6000亩、新

华区8000亩、开发区1700亩、高新区1300亩、青县

2200亩。本着乔灌结合、彩叶树种与常绿树种相

搭配的原则，在京沪高铁、京沪铁路、朔黄铁路等7

条骨干路、渠两侧建设绿化宽度各50米以上的景

观绿化带。在沧县建设集中连片的万亩大方和串

珠式千亩以上的生态林大方，开发森林休闲、疗养

等项目。运河区、新华区、开发区、高新区进行扩方

连片绿化，形成千亩方、万亩片。利用村庄之间的

大方大片土地或洼淀、坑塘等自然资源，因地制宜

建设一批千亩以上规模的集休闲、康养于一体的高

标准城郊森林游园或基地。

近年来，沧州市始终把造林绿化作为一项基础

性和战略性的工作来抓，通过开展绿色沧州攻坚行

动，2014年至2017年春季，全市累计完成造林192

万亩，森林覆盖率达到29.5%，实现了在全省的晋

级升位。

邢临高速保畅通
本报讯（胡龙嘉）由于邢临线地方道路断交施

工，大量车辆行驶邢临高速，道路通行压力急剧增

大，邢临指挥调度中心积极应对车流高峰，加强协

调联动工作，提升应急保畅水平，全力保障邢临高

速道路安全畅通。

近日，文安县医院志愿者、骨科医生

陈国林上门回访一位腕关节手术患者，并

帮助其进行康复训练。

文安县积极推动文明社区创建工作

常态化、长效化，让广大群众享受到文明

创建带来的惠民成果，组织县直机关单位

与社区（小区）“一对一”结对共建，组建志

愿服务小分队，以空巢、孤寡老人、残障人

士、困难户为重点，为他们提供医疗保健、

生活照料、信息咨询等志愿服务。

记者 赵永辉/摄

“这个中秋节孩子和她妈妈又来看我了！我这心里，真不知道说什么

好！”10月12日下午，在提起自己资助过的一个孩子在上了大学以后坚持“还”回

1万元钱时，黄骅市的企业家赵金义仍旧十分激动。这是一个让人心生温暖的

“爱心链条”：先是作为企业家的赵金义坚持“匿名助学”，帮助父亲去世、家庭经

济条件不好的学生。当这个孩子考上大学后，靠着打工攒钱，最后和母亲一起寻

找到了“好心人”，坚持“还”回1万元钱。赵金义这下为难了：这钱咱已经捐出

去了，怎么能要这钱？最后，他决定以这个孩子的小名为名，设立一个专项的爱

心助学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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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怪的事情”发生在2013年。那

年，黄骅市齐家务乡某村的小茗（化

名）以优异的成绩被黄骅中学提前录

取。新学期，刚交完学杂费，班主任老

师就把钱给她退了回来，并告诉她，她

的学费已有人交了。

“我当时的感觉是蒙的。”小茗对

当时的感觉还是记忆犹新：“一连串的

问号出现在我的脑海里。是谁帮我交

的学费，这位好心人怎么会认识我？

为什么要帮助我？……”但是，无论小

茗怎么问老师，老师也不说，只告诉

她，资助人将负责她三年高中的所有

费用，但是坚决不透露身份，希望小茗

不要为学费发愁，好好读书。

资助人之所以让小茗安心读书，

是因为小茗遭遇了家庭的重大变故，

家里已经入不敷出。

原来，在小茗上初二的时候，她的

父亲出车祸受了重伤，反复做了几次

大手术后，还是不幸离世了。当时小

茗母亲已经下岗，在工厂上班的父亲

是家里唯一的经济来源。父亲去世

后，没有经济来源的母亲要负担她和

姐姐上学的费用，还要偿还父亲治病

时欠下的高额医药费，日子着实艰难。

小茗怀着极大的好奇和感恩之心

度过了高中时光，更因为好心人的相

助拼命苦读，2015年，小茗考上了河北

工业大学。

考上大学的小茗获得了黄骅市民

政局发放的每年3000元的助学款。此

时，姐姐已经工作，妈妈也找到了一份

保姆的工作，有了收入，负债累累的家

庭总算有了起色。

小茗和家人商量后认为，上了大

学，可以通过勤工俭学来负担自己的

费用，不能再接受好心人的资助了。

她也将这个想法通过老师告诉了资助

她的好心人。好心人尊重孩子的选

择，没有再支付她大学的费用。可在

小茗上大学之前，好心人还是通过老

师给了她2000元的生活费，但依然不

愿透露姓名。

这位帮助自己度过最困难的时

期，激励自己考上大学的好心人到底

是谁？这个“谜”一直萦绕在小茗心

头。在上大学之前，她和妈妈说：“咱

娘儿俩不管用什么方法，一定要找到

这位好心人。”

今年暑假，小茗再次来到老师家，

对老师说：“找到‘好心人’是我现在最

大的心愿，我家虽然困难，但做人要有

良心，得知恩图报。哪怕当面和人家

说声谢谢，也算圆了我一个小小的梦

啊！”老师禁不住小茗的软磨硬泡，虽

然没说名字，但透露给她一些关键信

息。

小茗回家和妈妈一起顺着线索进

行分析，经过多方寻找，终于找到了隐

藏5年的好心人——赵金义、康振云夫

妇。赵金义和小茗的爸爸是同学，两

家还曾经做过邻居。在得知小茗爸爸

去世、家中十分困难的消息时，赵金义

当即和妻子商议，决定资助小茗上

学。由于怕小茗的妈妈拒绝，他就采

用匿名资助的方式，供小茗上完了高

中。

“匿名”好心人找到了

志愿小分队结对帮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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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师退回了学费：“有人替你交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