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月14日，受枣庄
市雷锋精神研究会的邀
请，曾多次受到国家领导
人亲切接见的“当代雷
锋”、第四届全国道德模
范一等功荣立者、北京军
区总医院原副政委孙茂芳
来到山亭区新纪元小学，
作50年来学雷锋做雷锋
的个人事迹报告，鼓励学
生以雷锋为榜样，争做国
家栋梁。

（记者 王震 摄）

““雷锋雷锋””
来到我身边来到我身边

一次次举起，一次次放下，每天训练举起的重量累计达二、三十吨；一场场比

赛，一枚枚奖牌，凝结着他太多的心血和汗水。很多人都知道两届残奥会冠军、举重

运动员刘磊，却很少有人知道，他是枣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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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报讯（记者 岳娜）拾到 1000 多
元现金和银行卡、身份证等物品后，不是
据为己有，而是及时联系失主，并很快完
璧归赵。10 月 12 日，在市中区印染小
区，65岁的老人岳崇绘拾金不昧，展示
了一位老人的高尚品德。

10月12日下午4点30分左右，岳崇
绘老人在印染小区儿子家看孙子，他带
着 3岁的孙子在楼下遛弯时，发现路边
草丛里有一个白色塑料袋，用脚一踩，里
面鼓鼓的，他就好奇地捡起来打开一看，
包里除了一沓百元钞票外，还有一些银
行卡和票据。老人不敢怠慢，及时将塑
料袋收好。“失主丢了这么多钱，一定很
着急。”想到这，老人带着孙子在原地等
了半个多小时，仍不见失主，只好回到光
明路街道岳楼社区的家里。

回到家，老人把捡钱一事向老伴李
云英说了一遍。两位老人寻思，失主丢
了东西，肯定很着急上火，因为家里没有
其他联系方式，两人当即决定回原处寻
找失主。两位老人来到印染小区的公用
电话亭，把此事告诉了电话亭的主人，他
们三人将包打开仔细查看，发现里面有
失主的手机号码，老人用公用电话与失
主佘先生取得了联系，一个多小时后佘
先生来到了电话亭，岳崇绘老人将拾到
的钱物原封不动的交还给他并让他现场
清点了包里的钱物。接过失而复得的钱
物，佘先生激动万分，当即拿出一百元现
金给老人表示感谢，被两位老人婉言谢
绝，“如果要你的钱，我们就不跟你联系
了。不是自己的钱，再多也不能要。”岳
崇绘说道。

佘先生是附近社区居民，当天中午，
他到印染小区办事，途中可能是因为衣
服兜浅，不小心将放在兜里的钱包滑
落。由于当天去的地方太多，当他四处
寻找无果时，便接到了岳崇绘老人打来
的电话。“当接到电话得知钱包被找到
时，我非常感动，感觉社会上还是好人
多。”佘先生说道。

六旬老人拾金不昧

寻找失主完璧归赵

家在峄城坛山的刘磊从16
岁就离开家参加训练，他曾是
被省队退回的队员，如今虽然
获得一枚枚奖牌，却从不骄
傲。每次比赛结束，刘磊都告
诉自己，这又是一个新的开
始。近日，刘磊又踏上了仁川
亚残运会，准备在仁川大展身
手。

今年27岁的举坛骁将刘磊
自2005年参加全国残疾人举重
锦标赛以来，先后打破1次全国
纪录、3次世界青年纪录、1次残
奥会纪录、7次世界纪录；在全
国性比赛中，夺得2金1银的好
成绩；在首届亚洲残疾人举重
锦标赛、第八届国际残奥委会
欧洲举重公开赛、第九届远东
及南太平洋地区残疾人运动
会、2009 年世界轮椅运动会、
2010年国际残奥委会残疾人举
重世锦赛、首届亚洲残疾人运
动会和2011年世界轮椅与肢残
人运动会等国际比赛中，获得8
金 3银的佳绩。特别是在举世
瞩目的北京残奥会上，刘磊勇
夺男子举重 75 公斤级比赛金
牌，实现了我市在残奥会上金
牌零的突破，谱写了我市残疾
人体育事业发展的新篇章。
2012年 9月，在伦敦残奥会上，
刘磊连续打破残奥会纪录、世
界纪录，获得 67.5 公斤级举重
金牌，成为中国残疾人举坛上

的佼佼者。
虽然多次破世界纪录，并

且是两届残奥会金牌得主，但
是年少得志的刘磊依然保持清
醒，他说：“我并不是一帆风顺
的，但挫折让我更加懂得珍
惜。”据悉，刘磊的挫折是在他
刚刚练举重的 2004年。那时，
16 岁的刘磊已经跻身山东省
队，但省队教练却认为刘磊动
作不好，不太可能出成绩。被
省举重队退回的刘磊到田径队
练了一段投掷，但他发现，自己
割舍不下的仍是举重。不大不
小的挫折让刘磊下了决心，一
定要举出个名堂。于是，更加
刻苦的他不但征服了省队教
练，也征服了世界赛场，两块残
奥会金牌是他努力付出的最好
回报。

训练之余，喜爱网上冲浪
的刘磊给自己起了一个最能代
表心愿的昵称“圆梦2008”。为
了圆梦，他在中国残疾人举重
训练基地——天津体育学院连
续训练了4年，很少能和远在峄
城区坛山街道的家人团圆。
2008年中秋佳节，在北京残奥
会男子举重 75公斤级比赛中，
刘磊以重达体重 3 倍的 225 公
斤的成绩稳获梦寐以求的金
牌，这是 2008年残奥会中国体
育代表团获得的第 58枚金牌，
也是中国代表团在夏季残奥会

历史上获得的第200枚金牌，为
中国残奥会的征战史翻开了新
的一页，实现了枣庄市在残奥
会上奖牌零的突破。

在比赛场上，刘磊是当仁
不让的举坛猛将；而在亲人们
的眼里，自幼残疾的刘磊从不
让人操心，是一个要强、阳光的
大男孩。刘磊因为小儿麻痹后
遗症，两条腿严重萎缩，从小习
惯用双手拽着脚腕支撑着走
路，无形中锻炼了他双臂肌肉
的力量。刘磊的奶奶朱秀芝老
人说：“残疾没能影响刘磊活泼
好动的个性，有梯子他就能爬
到房顶上去。”

刘磊是个懂事的孩子，自
从16岁离开家，无论到哪里，包
括出国比赛，都要和带他长大
的奶奶通电话报平安，刘磊参
加国内外大赛的奖牌也都保存
在奶奶那里。谈起刘磊的举重
生涯，朱秀芝老人心疼地告诉
记者，刘磊从 15岁开始练习举
重，其间吃过许多苦，克服了常

人难以想象的困难。在刘磊家
的后院里，记者看到一张紧靠
院墙的特制铁床，上面铺着厚
厚的海绵，一端是个铁架子，架
子上摆放着刘磊过去用来训练
的自制举重器，旁边放着十几
个铁砣，每个重达十几公斤，这
些都是刘磊的父亲找人打制
的。

“一般举重运动员，30岁左
右是正当年，没想到刘磊 20多
岁成绩就这么突出。”从2003年
开始训练刘磊、并带他多次参
加过大赛的枣庄市体校教练孙
涛告诉记者。孙涛清楚地记
得，刚开始接触刘磊时，他话不
多，与实际年龄相比显得老成
些。但通过练举重，刘磊的性
格越来越开朗、自信，“现在的
他，非常开朗，非常阳光。”即使
在参加大赛的时候，比赛间隙，
刘磊也能给同伴们表演倒立，
有时甚至朝教练扮鬼脸，“他真
正从举重中得到了快乐。”孙涛
说道。 （记者 孙雪）

身残志坚练举重 打破多项纪录

刘磊轮椅上举出世界冠军

她和很多聋哑人一样活
在一个无声的世界里，每天
周而复始，但她却有着一颗
比常人更坚韧的心。8岁，她
开始学习书法，7 年的时间
里，凭着自强不息的坚持，
她通过了中国书法家协会书
法六级考试，她是家住滕州
市洪绪镇苗桥村的刘恩，今
年15岁，患有先天性耳聋。

刘恩1岁的时候，刘恩的
姨妈发现她与其他孩子不一
样，在刘恩看不见的地方，
无论弄出多大的声音，她都
没有反应。姨妈便劝刘恩的
妈妈王其美带孩子去做检
查，王其美带着女儿来到滕

州市中心人民医院检查，被
确诊为先天性耳聋。“我当时
都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好好
的孩子怎么可能听不见呢，
我抱着孩子从医院一路上哭
着回家，真的难以接受现
实。”想起14年前医生确诊的
一刹那，王其美至今难忘。

一次偶然的机会，王其
美在电视里看到一位残疾人
书法家自学成才的故事，深
受触动，便萌生了让刘恩学
习书法的念头。在邻村培训
班学习期间，辅导班的颜老
师对刘恩很照顾。刘恩在日
记里写到：“颜老师是我的启
蒙人，没有他就没有我的今

天。”在名师的指点下，刘恩
的书法和绘画进步很快，她
的书画作品多次在全国、
省、市级比赛中获奖，获得
的荣誉证书已装了满满一抽
屉。

学习书法是个枯燥的过
程，刘恩付出的汗水比常人
更多。5月 2日，刘恩参加由
中国书法家协会组织的社会
艺术水平八级书法考试，“为
了参加比赛，她白天上课，
晚上练习书法到十点，眼睛
经常布满血丝。一个字写错
了，就又从头开始写。”这样
的练习持续了一个多月，“虽
然考试还没出成绩，但是她

发挥很好。”王其美说。
刻苦、聪明、有耐性，

这是见过刘恩的人给予她最
多的评价。虽然听力不如常
人一样灵敏，但刘恩并没有
因此气馁，她在无声的世界
里飞速的成长，正如她自己
写到：“在激流险滩中，只要
拥有阳光一样的笑脸，就一
定能迎来海阔天空。”刘恩
说，她想当一名书法家，要
把书法写得像字帖上一样
好，“我想通过自己的努力，
长大后给妈妈买一套房子。”
刘恩淳朴、清秀的脸上写满
了期待。

（特约记者 王雪纯）

聋女刘恩七年坚持学书法
成绩优秀 书画作品常获奖

晚报讯 （记者 邵士营）近日，在
市中区胜利路派出所上演了一出闹剧。
因不满亲人被拘捕，四人大闹派出所。
据胜利路派出所一民警回忆，10月8日
下午四点半左右，所内走进三名中年妇
女和一名中年男子，当众撒泼、打滚、
脱裤子。

目击此举的一名民警告诉记者，四
人的亲属因前期伤害他人被法院判决故
意伤人罪，并由公安机关进行依法拘
捕，犯人现已被关押在枣庄市看守所。
犯人家属因不满判决结果，于10月8日
下午在所内进行长达两个小时的闹事，
途中民警劝解无果。该民警表示，他们
的这种辱骂民警和公然挑衅公安机关的
行为，严重扰乱了公安机关的办公秩序
和正常的出警工作。根据我国《治安处
罚法》第二十三条第1项规定，分别对
为首的两名人员进行五天以上和十天以
下的行政拘留。

不满判决结果

派出所内闹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