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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前从大别山走出的#$后打工妹发起周末公益助学

!新上海人"组团返哺家乡学子

! ! ! !本报讯（记者 姚丽萍）昨天
是第 !"个“世界无烟日”，世界卫生
组织（#$%）将本次无烟日的主题
定为“提高烟草税，保护下一代”。申
城“青少年烟草调查”显示，逾五成
青少年在公共场所遭遇“二手烟”；
&'()*认为别人吸烟产生的烟草烟
雾是有害的，+,(-*赞成在室内公
共场所禁烟，+,(.*赞成在室外公
共场所禁烟。

!,/'年，虹口、松江、崇明等 &个
区县的 '/00名初中学生参加了由中
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组织实施的
“1,/'年全球青少年烟草调查（2345）
中国项目”，调查结果显示———

! 烟草使用"!"#$正在使用烟

草制品!男女生使用率分别为 %"%$

和 &"'$" ("%$曾经尝试使用烟草产

品 ! 男女生尝试使用率分别为

!&")$和 )"'$"

! 戒烟情况" 每 !&个吸烟者

在一年内有 *个尝试过戒烟!!&&$

的吸烟者希望马上戒烟"

! 一周内的二手烟暴露情况"

#!")$在家中暴露于二手烟!)%"&$

在室内公共场所暴露于二手烟!

)'"($在室外公共场所暴露于二手

烟"+'"($一个月内看到有人在学校

吸烟"

! 获得烟草制品的途径和购

买能力"!)"%$在购买时并未因年龄

小而被拒绝#*")$的吸烟者在一个

月内按$支%购买机制卷烟&

! 一个月内看到控烟宣传和

烟草广告"*&"%$在媒体上看到过

控烟宣传# 但仍有 #,"($在媒体上

看到过烟草广告或促销! 其中!

%)"!$在电视上看到!#+"+$在零售

点看到&

申城 !青少年烟草调查"显示

逾五成遭遇公共场所!二手烟"

! ! ! !本报讯（特约通讯员 宋国梵）
时值第 !"个“世界无烟日“，昨天下
午，“上海市卫生计生系统职工无烟
集体婚礼”在上海科技馆隆重举行，
/+对新人作出“无烟承诺”。

这一活动由市健康促进委员会

办公室、市医务工会主办，市控制吸
烟协会和市健康教育协会承办。在集
体婚礼仪式中有一个专门策划的新
人控烟活动环节：/+对新人合力把
舞台上的香烟模型折断，以表示坚决
远离烟草，倡导无烟环境，提倡健康

生活。参加现场婚礼仪式的新人还承
诺将个人婚宴举办成“无烟婚礼”，即
在结婚请柬上标注“无烟婚礼”字样，
在婚礼现场不摆烟、不向来宾敬烟。
“无烟婚礼”由上海市健康教育所于
!6//年 &月向全市发起倡议。

!白衣天使"举办无烟集体婚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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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本报讯（记者 江跃中
通讯员 胡克群）记者从正在
海上文化中心举行的“漆语芳
菲”———胡菲漆画作品和教学
研究成果展暨米兰世博会中国
文化项目巡展上获悉，由闸北
区政协委员、区实验中学美术
老师胡菲创作的漆画作品《春
又来》，已经入选米兰世博会，
将于明年在米兰世博会中国馆
展出。

据介绍，现代漆画源于传
统漆艺，是以天然生漆为主
要材料进行的绘画创作。胡
菲创作的这幅漆画作品《春
又来》，画面是云南哈尼梯田
的春色美景，呈现出古朴含
蓄、沉稳深邃、色彩绚丽的意
蕴美。

上海漆画作品
将亮相米兰世博会

展现哈尼梯田春色美景

!"#$

中国梦!公益美

! ! ! !一段似曾相识的经历、一片单
纯却执着的爱心，让一个 /!年前从
大别山里走出的 &6后打工妹，成了
助学路上的好心人。"年多来，家住
嘉定江桥镇的周玉梅带领同伴每月
走访山区困难学生，与他们长期结
对资助。是什么力量让她坚持？“受
恩莫忘”。周玉梅说，她曾是爱心助
学的得益者，如今也希望通过这种
方式让爱延续下去。

徒步爬山走访学生家
近日，记者跟随周玉梅和她的

同伴出发了。近 /6个人的团队，大
多“轻装上阵”，没有多余的行李。两
辆私家车的后备箱塞满了衣服和文
具，再也腾不出一点空间了。
一路上，借着昏暗的光线，周玉

梅拿出笔在一叠孩子的资料上涂涂
写写，设计着路线。这一次，他们的
目的地是大别山腹地金寨县最偏远
的乡村———花石乡。早晨 "时，经历
了一夜的颠簸，他们终于到了。顾不
上找地方住，周玉梅和同伴直奔第
一个孩子家。车子沿着山路盘旋而
上，在一处村庄旁停了下来。+岁的
陈新林就住在山崖上。周玉梅从后
备箱里挑了些适合男孩的礼物，踏
上了上山的石板路。
“上次来走访，临走时从当地义

工口中得知新林的故事，赶紧记了
下来，一直没联系上，这次一定要成
功。”没走几步，周玉梅微胖的脸蛋
上就沁出了汗，但她步履轻快，!公
里左右的山路，只用了 /0分钟。

陈新林的母亲有严重的精神
病，生活无法自理，从不愿见人；父
亲有轻度弱智，在山下替人干苦力，
每月工资不足 /666元。正在读幼儿
园的陈新林由年迈的奶奶照顾，上
个月，他刚帮奶奶上山采了茶卖钱，
总算凑足了下半年的学费，但不幸
的是，奶奶不久便因病过世。
周玉梅蹲在陈家大门前，耐心

地询问陈新林家庭、学习情况，并飞
快地做着记录。当认定陈新林符合

他们的资助条件时，她告诉陈新林
的家长办一张银行卡，他们每年将
定期给陈新林打资助款，直到他高
中毕业。陈新林平时性格孤僻，不
爱说话，被村里人嘲笑为“小哑
巴”。周玉梅临走时，他一路追着跑
了 /公里路，脸涨得通红，轻声挤出
一个“谢”字，然后飞快地转身，跑回
了家。
当天下午，周玉梅和同伴又来

到了金寨县的西北门户汤家汇镇。
徒步爬了 /个小时的山路，七拐八
弯走进一间家徒四壁的房屋，周玉
梅见到了她要走访的两个女孩———
余弟梅和余弟秀。两个女孩是孤儿，
父母双亡后跟着大伯生活。临走，她
塞给姐妹俩各一个写有“学习进步”
的信封，里面有一些钱。她说，那些
女孩让她想到了自己小时候，贫穷、
无助，却从未放弃希望。 两天下
来，周玉梅带着同伴走访了 &名学
生，确定了 0名符合助学标准。“这
次效率很高，有时一下午连一家都
走不到呢。”她说。

走出大山心系穷学生
周玉梅今年刚满 76岁，是个热

情友善的姑娘，她住在嘉定江桥，是
太平村新村民管委会副主任、太平
村新村民团支部书记。她说，自己是
在大别山里长大的，小时候家里特
别穷，有个好心人陆先生资助她上
学。她曾对陆先生说，长大后要报答
你的恩惠，但对方只对她提了一个
要求，“今后有能力的话，也要帮助
别人。”周玉梅说，当时陆先生对她
触动很大，并最终让她走上了这条
爱心助学之路。

!66!年，她因家庭条件实在太
差，不得已来上海打工，凭着她好学
上进、勤奋刻苦的精神，很快成了业
务骨干。但每每想起自己因贫困被
迫外出打工没能实现大学梦，心里
就很难过。

!66"年，在一次校友会的 88

群里，周玉梅和大家聊起家乡贫困
孩子上不起学的事情。有同学开玩
笑说，“中国人那么多，/人少花 /6

元，加起来就能帮小孩上学了。”这
一句玩笑话启发了周玉梅，她当场
提出了让同学捐款助学的想法。征
得大家赞成和同意后，她迅速做了
份募捐方案，同时和家乡的学校取
得了联系，让学校申请了一个银行

爱心账号，她把爱心账号发到群里，
号召大家献爱心，大家你捐 06元我
捐 /66元，没几天就过万了，同学们
都非常高兴，周玉梅更是激动不已。
她很快就策划了助学活动，将这笔
钱亲手送到孩子们手中。
这次活动坚定了周玉梅的信心，

于是她在自己的 99空间里，发了爱
心倡议书，组建爱心 99群。随着爱
心人士的增加，助学金也不断增加，
周玉梅自己办理了爱心账户，并亲自
回老家走访条件差的学校和贫困的
学生，把了解的资料信息都搜集起
来，发给爱心人士。让她深受鼓舞的
是，她的善举得到了江桥镇团委的支
持，并发动广大青年参与。

"年来，周玉梅和其他爱心人
士几乎每个月都会选择一个周五晚
上开车出发，不远千里赶往大别山
区做活动，周日下午再赶回上海。她
坚持所有的附加费用全部由自己承
担，千方百计把助学金及学习用品
及时送达至每名学生手中。
后来，周玉梅的爱心团队影响

力不断扩大，引来了全国各地许多
爱心人士的参与。她带着大家跑过
了许多的乡镇，翻越了多座高山，他

们对每一名贫困学生都是长期结
对，每一年都会增加走访新的贫困
生，更是为 /!所学校建立了图书
室、电脑室。

重回大山过家门不入
周玉梅告诉记者，由于走访都

是靠徒步行走在大山里，而且每走
访一家都需要两到三个小时，有时
为了能多走访几家学生，饿着肚子，
很晚才回到住的地方，当统计和讨
论走访的情况后已是凌晨两三点。

同样热心公益活动的翁先生，
是周玉梅的“最佳搭档”。他还记得
周玉梅做公益的一个“细节”：每次
去大别山里助学，几乎不和家人打
招呼。用周玉梅的话说，一是怕家人
担心不理解，二是怕得罪了一些亲
戚。有一次在南溪做活动，学校老师
把她亲戚家的儿子也报上了资助对
象，周玉梅知道后，对校方认真地
说，“他不符合资助条件。绝不能走
这样私人关系，这样对不起那些爱
心人士，公益活动也就失去了意
义。”后来，亲戚知道了这事不太开
心，周玉梅就以情动人：“不是我不
帮，而是别人家更困难，与那些贫困
家庭相比，这样的钱你也不愿意接
受。如果家里的孩子真是哪天上不
起学，我自己不吃不喝都会帮他
的！”一席话，说得亲戚连连点头。

这些年来，每个月的工资，她都
拿出一部分钱来做公益。几年来，她
已经捐出 7万多元。问及目前通过她
还有她的团队共救助多少学生，她说
自己现在一下子也说不清楚救助了
多少。最近，周玉梅的身体不好，老觉
得头痛，有的亲朋好友劝她对自己好
些，不要再让自己那么累。但每当她
想到孩子们渴望上学读书的眼神，心
中总是有着一种深深的牵挂。

周玉梅的 99 名字叫“深山
梅”，她把自己比作大别山里的一株
梅，只要心中有花，便永远是春天。
周玉梅说，愿山村教育的春天，年年
花海如潮；同时，希望有越来越多的
爱心人士加入他们的队伍，帮助五
湖四海的困难学子，完成自己的学
业之梦。 本报记者 左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