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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子患上重度抑郁，原来平静安稳的家不
复以往光景，丹东六旬的母亲丁兆玉带着儿子
相依为命，他们从不买菜，冬天吃土豆，夏天小
白菜，都是自家房前屋后的地里产出的，2块钱
一斤的黄瓜对他们来说都是“奢侈品”。

本以为日子就这样挣扎着过下去，可是一
群好心人的出现为他们的生活带来了曙光，好
心人隔三差五就给这对母子送去生活必需品，
还为他们找到了一条谋生之路，“他们对我们太
好了，好到我都不知道说什么，我什么都回报不
了，连跟他们说谢谢都觉得不好意思。是他们
让我们娘俩的生活又有了希望。”丁兆玉说。

儿子重度抑郁
与六旬母亲相依为命

8年前，丹东前阳镇的丁兆玉一家日子虽然
不算富裕，但丁兆玉勤劳能吃苦，儿子张平（化
名）也踏实肯干，一家人的日子平淡安稳。可不
幸的到来总是突然，张平患上了重度抑郁，一时
间，这个家什么都变了，再不复往日的和乐。

张平病情严重的时候离不开人照顾，丁兆
玉只能寸步不离地跟着，这些年虽然张平的情
况好了一些，但是发病的时候谁都不认识，不知
道吃饭，也不知道冷热，连穿多少衣服都得60多
岁的母亲丁兆玉照顾。

雪上加霜的是，丁兆玉也被诊断出了心脏
问题，再加上之前的积劳，她的身体各方面都不
太好，母子两人都没了收入来源，只能靠低保和
村里给的一点补助过活，每个月的药费都不够，
一向要强的丁兆玉只能向亲戚开口借钱。

“之前多少年了，我就没买过菜。”丁兆玉
说，这些年母子俩吃的都是房前屋后那一小片
地里种出来的东西，冬天吃土豆，夏天吃小白
菜，别说肉了，外面卖的青菜她都从来舍不得
买：“黄瓜都 2 块钱一斤呢，其实吃什么不都一

样，自家地里的菜也够吃，也不是非得买别的菜
吃。”就这样，她从嘴里省出来的钱都填进了母
子俩的药费里。

“我之前就想着，虽然日子过得难，但是一
定也让我多活几年，我要是不在了，谁能照顾我
这个孩子呢？”提起之前最难的那段日子，丁兆
玉有些哽咽。

母子俩的生活
因好心人迎来了转机

本以为余生就得母子两人这么苦熬着过
了，可丁兆玉没想到他们一家在今年过年的时
候迎来了转机——前阳边境派出所党支部在年
前到海龙村走访的时候得知了母子俩的情况，
民警们回去便自发进行了捐款，赶在过年前给
母子俩送去了年货，让两人可以过一个好年。

可是一时的救济并不能解决母子俩的问题，总
还是得替他们想个有固定收入来源的办法。

因为张平的病，所以平时村里能跟他来往
交流的人不多，于是前阳边境派出所的民警平
时巡逻的时候就顺路去他家看看，给送些东西，
也和张平唠唠嗑，帮他缓解一下情绪。张平也
从一开始的不说话，到慢慢和民警熟悉了起来，
还盼着他们能常来好有人能陪他说话。

在一次和张平的闲聊中，民警郭鸿鹏得知
丁兆玉会摊煎饼，而且手艺很好。郭鸿鹏灵机
一动觉得可以靠这个给他们母子开拓一个收入
来源，便回去把想法和派出所党支部说了一下，
大家都觉得这个主意不错，便开始帮他们张罗
寻找买家。很快辖区内两个企业有了响应，表
示愿意购买丁兆玉的煎饼，并且考虑到他们母
子的特殊情况，不用他们母子送货，由工厂每隔
一段时间去他们家取。

雪中送炭
给母子俩开辟收入来源

我们真的是遇到好人了。”丁兆玉说，现在
不仅隔三差五地就有人给他们母子送生活必需
品，而且还给她找到了一个既能在家照顾儿子，
又能挣钱的办法，虽然因为心脏的原因，她不能
太累做不了很多煎饼，但是不管做多少，爱心工
厂的人都会来全部买走，每个月能多上几百元
的收入，这对他们家来说真是雪中送炭了。

“多了这份钱，现在我也能隔三差五地去给
儿子买点水果吃了。”丁兆玉说，以前为了省钱，
他们家几乎都不买水果，有时候想给儿子改善
一下，才去买一些那种烂了一半，几块钱一筐的
水果回家，把烂的部分切掉也还能吃，如今有了
好心人的帮忙，他们娘俩也可以买点普通的水
果吃。

他们好到
我连说谢谢都不好意思

丁兆玉家原来没有冰箱，为了让食物保存
的更久一点，夏天的时候，她会接上一大盆自
来水，然后在盆里放上隔板，再把饭菜放在隔
板上，多少能降点温，让饭可以吃得更久一点，
要不然饭酸了，他们娘俩也舍不得扔，还会将
就着吃。有一次民警郭鸿鹏路过时发现这个
情况后，心里看得难受，回头就自己掏钱去买
了一台冰箱给他们送去，让他们别再吃坏了的
食物。

“他们对我们太好了，好到我都不知道说什
么，我什么都回报不了，连跟他们说谢谢都觉得
不好意思。是他们让我们娘俩的生活又有了希
望。”丁兆玉说。

辽沈晚报特派丹东记者 王晓阳

温暖2020·我是辽宁人

六旬老妈重度抑郁儿相依为命
热心人为娘俩撑起一片天

本报讯 辽沈晚报记者崔晋涛报道 霍某居住
的住房在2009年因房屋所有人的债务纠纷被法院
判给张某，但是霍某对腾房有很大抵触情绪，执行法
官多次上门，60多岁的霍某以各种理由推迟搬家。

昨日，记者了解到，沈阳市大东区人民法院的
执行法官再一次登门，苦口婆心耐心相劝，霍某被
坚持多年的几任法官打动，终于搬家。

霍某所居住的民宅并非是他自己的房产，而
是归杨某所有。10多年前，杨某与张某有些经济
来往，杨某欠张某水泥款17万余元。由于欠款长
时间未结，2007年4月，张某将杨某告上了法庭，可
杨某始终没有还钱。

案件经法院审理后进入到了执行阶段，执行
法官费尽周折，查到了杨某名下有套房产，即霍某
所占的这处房产。执行法官多次接触霍某，霍某
对腾出房子一事非常抵触，拒绝搬走。

2009年，执行法官就对这处房产下达了腾房
通知，但是霍某却以申请执行异议为由，始终不肯
搬走，强行占房长达11年之久，期间，执行法官下
达了4次腾房通告。

霍某称，这套房子是他之前的公司奖励给他
的，不是杨某的，但是他并没有提供出房证。2015
年霍某提到的公司还曾提出过案外人异议，主张房
子不是杨某的，但是被法院驳回。既然房子仍在杨
某名下，杨某拖欠钱款不予归还，法官更加坚定处置
房产的决心，执行法官决定，采取强制腾退措施，为
了确保这次腾房工作顺利进行，执行法官联系了当
地的派出所民警和社区人员来见证执行。

几天前，执行法官联系搬家公司，来到霍某
家，霍某见状仍不配合，情绪很激动，还打电话让
老伴回家支援。

霍某的老伴回家与搬家公司的工作人员发生
了不愉快，导致搬家公司工作人员受伤。无奈之
下，申请执行人找来另一家搬家公司，霍某表示配
合搬家，但是坐在沙发上就是不动，法官再次好言
相劝，“如果有异议可以立案，只要胜诉了，再把东
西给搬回来。11年了，三任法官都相信你们，给你
们时间，你们却一直不腾房。这一回，说什么都得
腾房了。”霍某感觉法官的话确实有道理，霍某和
老伴终于动起了身子，配合法官搬家。

占房不腾房
几任法官苦劝11年终迁走

就在公交车启动前，猛骑自行车的他快速
骑行，把自行车直接停在了公交车前头，拦下了
就要驶离站点的公交车。而之所以这么猛追公
交车，就是为了还失主手机。难怪有人开玩笑
地对他说，捡手机的比丢手机的还着急。

昨日,记者几经辗转联系上捡到手机后猛
追公交车的好心人，了解到他拦截公交车还手
机的背后故事。

他叫张立国，今年47岁，家住葫芦岛市连
山区化工住宅区，是退伍军人，复员后回到地方
一家企业工作。10多年前下岗，目前在打工。

6月20日中午11时多，张立国骑着自行车
正往家里赶。当骑行到“二中小区”站点附近
时，他看到前面有两个女孩边走边鼓捣手机。
这时 2 路公交车突然来了，俩女孩担心赶不
上，一路小跑奔向即将进站的公交车。由于只
顾着跑，后面一个女孩的手机不慎从兜里掉下
来。骑车的张立国恰好看到了女孩手机掉落
的过程，他停下自行车冲着两个女孩高喊：“姑
娘，手机掉了……”由于着急赶车，加之有几十
米的距离，两个女孩都没有听到张立国的呼
喊。此时，公交车已经进站，两个女孩很快上

了公交车。
“女孩要是发现手机丢了一定非常着急，

而且还不知道啥时候在啥地方丢的，大热天
的，女孩还得折腾回来。”张立国说，最好想办

法不让她折腾。于是捡起手机后，张立国骑上
自行车向即将启动的公交车猛追。当张立国
骑到公交车近前时，此时的公交车已经关了车
门、点火正准备开走。为了把手机还给已经上
车的女孩，张立国直接骑到公交车前头，冲着
公交车司机高喊：“师傅！先别开车，别开车
……”当司机熄火后才得知张立国“拦车”的原
因，于是打开车门等着张立国上车。

当张立国跑上公交车拿出手机时，刚上车
的一个女学生一摸兜，手机没有了。当得知张
立国捡到手机并给送来了，女孩说了多声谢谢
叔叔。

车开走了，张立国特别开心，做了一件好
事，心里比吃了蜜还甜。

事后，有人问他为啥不等着失主打电话再
还还，也省得自己比失主还着急？张立国说。

“谁丢手机不着急！人们都应该换位思考。我
也有闺女，如果丢了手机肯定上火。当时真没
想到拦公交车的危险，也没顾得上，只想着尽快
把手机还回去，别让孩子着急。”

辽沈晚报特派葫芦岛特约记者 靳诗宇文
并摄

为归还拾到的手机 紧急拦停公交

张立国骑自行车拦住了公交车。

天气越来越热，郭鸿鹏和同事为丁兆玉母子送来了电风扇。 辽沈晚报特派丹东记者 王晓阳 摄

本报讯 辽沈晚报记者胡婷婷报道 近
日，辽宁省人社厅对2020年我省中小学幼儿
园教师公开招聘工作提出要求，各地要结合
实际，优化考核内容，体育、音乐、美术等学科
教师招聘要注重对专业素质能力的考核。用
人单位在2020年12月31日前招聘2020届高
校毕业生以及 2018 和 2019 届尚未落实工作
单位的高校毕业生，不得将取得教师资格证
作为限制性条件。

要求全省各地要尽早按程序启动今年的

中小学幼儿园教师招聘工作，及早发布招聘
公告，通过多种方式广泛宣传，扩大招聘信息
知晓度。在做好疫情防控的前提下，及时启
动笔试、面试，提高招聘工作实效。

编制、教育部门结合我省事业单位改
革，在当地编制总量内并切实完成控制本地
区财政补助编制目标的基础上，盘活用好现
有事业编制资源，挖潜调剂出来的各类事业
编制资源，优先用于补充中小学教职工编
制，保障基础教育事业发展需要。对编制富

余的事业单位按一定比例适当核减调剂，统
筹用于补充中小学教育需要。

此外，要着力解决教师队伍学科结构性矛
盾，加大体育、音乐、美术、劳动等学科和民族
学校专任教师的补充力度。要结合高考改革
选课走班的要求，加大力度补充配备普通高中
学科教师。加大幼儿园教师补充力度。明确
时间表、路线图，尽快按程序启动2020年教师
招聘工作，将有关招聘政策落地落实，提升招
聘实效。

今年底前招聘应届毕业生当老师
不得将取得教师资格证作为限制性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