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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芮这些天一直在别人艳羡的目光

中乘坐公交车，于是她恨不得多坐几次。

她是河南理工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会

计专业的大三学生， 家住解放区民主街

道，她的确在学校和家之间往返得更频繁

了。 这全“归功”于胡芮把黄色的动感地带

手机卡换成了一个黑色手机卡，这个手机

卡同时也能当公交卡使用。 因此当她乘坐

公交车，只需拿手机在刷卡机前晃晃就行

了。

2012

年

12

月

14

日，胡芮在解放路南

北苑移动营业厅办理了更换 “手机公交

卡”的业务。 她预存

100

元话费，免费换

卡，并获赠

40

元公交费，这是焦作移动近

期为推广“手机公交卡”而施行的优惠政

策。

“手机公交卡”一面世，便受到了年轻

人的追捧。

今年刚从焦作大学毕业的新浪微博

网友“四点零五”，在新区一家投资担保公

司上班， 家住马村区南水北调安置小区，

他一般是乘公交车上下班。 “四点零五”于

2012

年

12

月

16

日在南北苑移动营业厅

更换了“手机公交卡”，“办理业务的时候，

觉得人挺多的， 特别是年轻人比较集中。

但毕竟还不普及，使用者比较分散，乘车

时候刷手机 ，还真有种 ‘唯我独尊 ’的感

觉。 ”

除了“唯我独尊”，并减少了找零钱或

办理公交卡的麻烦，胡芮还体会到了“手

机公交卡”的另一个潜在功能———手机防

盗。 “以前上车时都忙着投币或刷公交卡，

顾不上手机的安全，现在把手机拿出来一

刷，也算是起到一个提醒的作用了。 ”

2012

年

12

月

29

日，河南理工大学校

内动感地带营业厅办理了第一张“手机公

交卡”， 卡主为该校测绘学院测绘工程大

一学生李冬冬，他的新浪微博网名叫“

Best

冬

VS

大学”。 次日下午，他便拿手机一次

刷了

6

人的公交费，请其他

5

名室友乘公

交车到摩登街聚会玩耍。 “刷手机啊，哈

哈，真的很爽！ 很方便！ ”李冬冬像胡芮和

“四点零五”刚刚换卡后一样，兴奋不已。

胡芮的新浪微博网名叫“原来是古月

仙草”，她和李冬冬都喜欢在微博上和“动

感地带焦作高校”互动。 学生可以预存话

费办理“手机公交卡”的第一信息都是从

“动感地带焦作高校”的微博中获取的。 当

李冬冬在河南理工大学校内动感地带营

业厅第一个办理“手机公交卡”以后，开始

在微博上“炫耀”，被胡芮调侃“打击”了一

番，“我可以说早都办过了，刷都刷十多次

了吗？ ”

“动感地带焦作高校”的新浪微博运

营负责人告诉记者，目前该微博主要面对

焦作高校学生，第一时间对学生在使用手

机过程中提出的问题给予反馈和解决，且

第一时间介绍针对校园学生的优惠活动，

有咨询、有互动。 学生也就越来越多的愿

意在网络上和动感地带工作人员进行交

流，或学生彼此之间进行交流，俨然形成

了一个以“动感地带焦作高校”微博为中

心的动感青年圈。

据了解，“手机公交卡”的发行，是焦

作移动和焦作市政府联合打造的“无线城

市”之信息化建设应用于公共事业进程中

迈出的一小步。 手机公交一卡通到了，其

他公共服务一卡通也许并不遥远了吧。

2012

年

12

月

28

日下午 ，

在河南理工大学的校园和姬祥

散步聊天，对面走来一漂亮的学

妹，姬祥和她当晚应邀要到焦作

师专参加一场新年晚会。为了避

免误会，姬祥赶忙澄清说，这个

女孩可不是女朋友，只是他的助

理。 问他的女朋友是谁？ 他不假

思索， 脱口而出，“女朋友是邮

票”。

原来，姬祥是一个少年时把

邮票当伙伴，成年后又把邮票当

女朋友的资深“票友”。

认识姬祥的人，都会惊讶于

他的“分身术”。他目前在河南理

工大学文法学院法学专业读大

二，是三好学生、国家奖学金的

获得者，也是该校社团联合会的

常务副主席。他每天在宿舍休息

的时间不超过

6

个小时，其他时

间用来学习、带领社团搞活动和

勤工俭学。 他竟然还能抽出时间去集邮。

姬祥对邮票最早的印象来源于小时候看的电视节目，

1998

年的央

视春晚小品《一张邮票》，那时“隐约感觉集邮是一种高雅的活动”。

从解放区上白作街道走出来的姬祥，从小家境贫寒，父母常常忙于

操劳而无暇照顾他。 姬祥就养成了收集小物件的爱好习惯，烟标、橡皮

和硬币陪伴着他的童年。直到

2004

年，姬祥上了初二，偶然路过百货楼

附近，看到市集邮公司正在卖邮票，立刻被那些“花花绿绿的小东西”吸

引了。

邮票于他， 从电视节目走进了现实生活， 陪伴着姬祥的孤独求学

路。

进了大学后，姬祥加入了学生集邮协会，协会里有三十多个志同道

合的校友，经常一起搞集邮活动，他从此觉得不再孤单。 姬祥还常常通

过互联网络了解集邮信息， 因此结交了天南地北的集邮网友，“和他们

虽然有现实的距离，但心也是近的。”通过参加一系列的活动，他还成为

了中华集邮联合会会员、 河南省集邮协会会员和焦作市邮戳协会宣传

部副部长。

参加焦作市邮戳协会活动时，姬祥发现中老年人较多，他感慨，“中

国的集邮产业还没有发展起来，可能还有时间少和财力少的原因吧，青

少年普遍不是太热衷，已经出现了断层。 ”

不过姬祥这样的贫寒学子和“大忙人”，因为爱好，总是能挤出时间

和每个月数十元的资金去搞集邮活动的。“时间呢，就像海绵里的水，挤

挤总还是有的。 至于钱， 我从上大学以来就靠奖学金和打工挣钱交学

费、养活自己，还是能过得去的。 ”不管是对待学业、工作，还是集邮，姬

祥心里都很有谱。

虽然讲起集邮经来头头是道，对于姬祥来说，相比储存财富，集邮

更是一种能够调节身心状态并带来乐趣的活动。

就在一个多月前，他参与组织校社团联合会、大学生集邮协会在校

园内承办了主题为“喜庆十八大 红邮映中原”的河南省集邮巡展，为期

两天的展览受到了市内外集邮爱好者和学校师生的好评。

姬祥打算大学毕业后考研深造，集邮将继续伴随着他的成长。

“那么多的血液病患者，还有不少加

入中华骨髓库的志愿者，配型成功是很偶

然的。很多人一辈子也很少有机会去拯救

别人的生命，而我有幸做到了。 ”

2012

年

12

月

27

日， 在焦作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1

号教学楼的一间会议室，记者见到了一个

多月前成功捐献了造血干细胞的林丙臣。

他的言谈举止在告诉记者，他还没有从发

自内心的“救人”的喜悦中完全走出来，但

同时似乎又要按捺住这种喜悦，重复地表

示，“这其实也是一件平常的事情。 ”

林丙臣目前是学校的教务处教务科

科长，负责教学管理工作。 他日常行事低

调，学生、教师和同事，多数人都不知道他

完成了一件大爱善举。

倒是因为妻子坚持要请假陪着林丙

臣上郑州去完成捐献，妻子所在的山阳区

委组织部得到消息后， 对此事颇为重视。

他因此对妻子还多少有些 “怨怼”，“最开

始只告诉了她一个人，让她帮忙‘隐瞒’，

没想到她心里藏不住事儿，她的单位和我

们双方的父母都知道了。”但他也理解，妻

子所做一切事情的出发点 ， 都是缘于

“爱”。

因为有长期的义务献血经验，林丙臣

对捐献造血干细胞之前就略有了解，“捐

献技术已很成熟，就是循环采用约

200

毫

升的外周血，身体很快就会恢复。 ”

一年前， 当林丙臣路过东方红广场，

看到焦作市红十字会在征集捐献造血干

细胞的志愿者， 就过去进行采血化验，之

后顺利加入中华骨髓库。 半年前，他得知

自己和一名患白血病的

24

岁驻马店女孩

配型成功， 没有丝毫犹豫就答应捐献，开

始加强营养和锻炼。

妻子很好说服，最大的阻力来源于双

方的老人。林丙臣隐瞒着远在老家孟州的

父母和爷爷奶奶，直到去位于省会郑州的

河南省人民医院的前一天，他回老家看看

时，难以隐瞒了。

11

月中旬，母亲和妻子陪着林丙臣到

了郑州。经过一周的住院准备，他调整好了

自己的身心状态。 母亲看到医院里那么多

等待救助的病患，也扭转了自己的态度，在

“男儿血，贵似金”的唠叨后面又增添了新

的内容，“能救人命也算是值了。”在医院期

间， 林丙臣最难忘的是一名年过六旬的男

性捐献者，“年龄不小了， 但心态乐观、积

极，坚持定期献血，坚持锻炼身体。 ”

按照要求，为了保障捐献的顺利完成

以及不产生后续纠纷，在捐献完成前和捐

献后三年， 林丙臣和受助女孩不能相认。

至于三年后，他承认，想认识这个女孩，但

还是会尊重女孩的意愿，不强求。

据焦作市红十字会相关负责人介绍，

林丙臣是我市第

27

名、 河南省第

319

名

造血干细胞捐献者。 中华骨髓库自

2003

年得到专项资金投入建设以来 ， 截至

2012

年

9

月底， 可用于为患者检索志愿

服务资料达

150

多万人份 ，

3000

多位配

型成功的志愿者为患者捐献了造血干细

胞。“从这个比例来看，我省和我市都算是

捐献造血干细胞的‘大省’和‘大市’了。 ”

该负责人说。

但我国人口众多，仍有数以百万计的

血液病患者需要移植造血干细胞以拯救

生命。 志愿者越多，配型成功的机率就越

大。

本报讯 近日 ， 市实验中学开展了

“我的中国心”大型综合文艺活动。活动内

容包括七、八年级的纪念“一二·九”运动

的“国歌嘹亮”合唱比赛，和八年级的画脸

谱、做莲菜活动。通过这些活动，学生领略

了中华文化的魅力，增强了民族自豪感。

（张子彧 侯义夫）

本报讯 为深入学习党的十八大精

神， 增强各行业青年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近日，团市委举办了两期青年文明号培训

班。 培训班以学习十八大精神为主题，包

括专家讲座、 专题研讨、 考察交流等内

容。 （小青）

林丙臣：

能捐献造血干细胞是幸运的

本报记者 方家禾

本报讯 “温暖冬天” 活动开展以来， 社会各界和爱心单位积极参与。

2012

年

12

月

30

日，市机关事务管理局积极筹集资金，联合团市委在市光亚

小学开展了“温暖冬天———关爱进城务工人员子女”活动，为该校

60

余名进

城务工人员子女送去棉衣等过冬衣物。 市政府副秘书长、市机关事务管理局

局长田晋源，团市委副书记郭晓黎出席活动。 （小青）

上图 市政府副秘书长、市机关事务管理局局长田晋源（前左二），团市委

副书记郭晓黎（右二）在“温暖冬天———关爱进城务工人员子女”活动中为市

光亚小学一名进城务工人员子女穿上送来的棉衣。 小 青 摄

团市委开展青年文明号培训

市实验中学开展“我的中国心”系列活动

年轻人争相体验刷手机乘公交

本报记者 方家禾

2012

年

12

月

29

日上午，胡芮刷“手机公交卡”乘坐

20

路公交车。

本报记者 方家禾 摄

一路成长，一路集邮

本报记者 方家禾

2012

年

12

月

28

日下午，姬祥

在宿舍整理他收藏的邮票。

本报记者 方家禾 摄

北京三大火车站将通免费无线网

近日，北京市经信委正式公布了已经开通的

公众免费无线上网区域“四至”图，包括西单、王

府井、奥林匹克公园等在内的六个区域，在未来

三年时间内，行人和周边居民都能免费使用名为

“

My Beijing

”的网络免费高速无线上网。此外，北

京市经信委正在与北京铁路局协调， 北京站、北

京西站、北京南站三大火车站有望尽快实现免费

无线网络信号覆盖。

据北京市经信委介绍，全面开通无线网络的

六个繁华地区为西单、王府井、奥林匹克公园、燕

莎

(

包括三里屯和朝阳公园区域

)

、中关村、金融

街。在上述区域内，运营商提供

2M

的公共带宽。

记者了解到，

2012

年

11

月底，西单、王府井

等六区域已经实现信号覆盖并进入测试阶段。本

次建设的无线网络信号覆盖区域为“公共区域”，

但目前室外广场区域的信号，相对来说要比室内

的商业中心、写字楼内强。

据北京市经信委介绍，今后还会适当增加试

点区域，如交通枢纽、旅游景点等。 按照《北京市

“十二五” 时期城市信息化及重大信息基础设施

建设规划》，“十二五”期间，全市将累计建设无线

接入点超过

20

万个，实现本市机场、火车站、高

端商务区、星级宾馆、学校、交通枢纽等公共区域

及地铁、公交车等公共交通工具上的无线局域网

全覆盖； 实现无线局域网的统一认证和便捷接

入； 人流密集的公共区域由政府购买基本服务，

为公众提供公益性的无线宽带接入。

小 和

2012

年

12

月

28

日下午，由团市委、河南煤化焦煤集团团委联合举行的

“温暖冬天， 关爱一线青工” 活动在鑫珠春公司举行， 为该公司青工捐赠了

2013

年度《中国青年报》及《焦作青年》周刊各

100

份，总价值

5

万余元，以此

丰富基层青工文化阅读，向他们及时传递团组织的声音。 河南煤化焦煤集团

党委副书记孙春晓（左一）、团市委书记张刚（右一）出席活动。

韩 军 摄

2012

年

12

月

26

日上午，由团市委组织的“温暖冬

天———送大学生回家”在河南理工大学举行。 当天，来自

市内三所高校的

50

名寒门学子每人收到

200

元的回家

路费， 让他们在回家过年的路上温情相伴。 图为活动现

场。 本报记者 田建明 摄

向一线青工送文化大餐

送大学生回家

“温暖冬天”

关爱进城务工人员子女

火热进行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