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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9月29日上午，“长丰县教体局与庐阳区教体局合

作办学签约仪式”在永红路小学北城世纪城分校会议室隆重

举行，标志着又一所老牌重点学校正式落户北城世纪城。出

席本次签约仪式的有庐阳区政府和区教体局的王翠英副区

长、殷硕景局长等，长丰县政府和县教体局的郝小宁副县长、

王克全局长等，世纪金源安徽集团陈云副总裁，合肥市永红路

小学张万新校长、张湘和书记等。永红路小学与北城世纪城

的强强联袂势必打造合肥市一流的基础教育闪亮名片，特别

是北城世纪城业主的子女将享受到顶级的优质教育。

合肥市永红路小学，创建于新中国成立前的1944年，办学

历史超过70年。近几年，学校办学质量得到飞跃式提高，获得

了家长和社会的一致认可和高度赞誉，被誉为“合肥老百姓最

想让孩子上的五所小学之一”。学校的学历达标率100%。学

校一贯注重实施素质教育，以“德育为首、全面发展”为奋斗目

标，明确“学校的一切工作是为了一切学生的发展”的办学思路，

尤其是开展的“我读教材”特色校本教研，在创新教研模式和内

容上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和尝试，极大地推动了校本教研氛围的

形成，促进了教师的专业成长。早在2003-2004年度，该校就

成为全国首批特色示范小学，当时合肥市仅 3 所小学名列其

中。近两年来，学校师生获得全国性荣誉不断，如2014年获得

国象棋协大师称号的永红路小学“棋”才徐尚泽，以7岁的年纪

成为全国最年轻的棋协大师；2015年“全国互动课堂教学评比

课”评审活动中，该校参赛的6名教师有2人获全国一等奖、4

人获全国二等奖，在该评审活动获奖率仅为58%的情况下，该

校参赛教师获奖率高达100%；2015年该校语文组在全国第二

届微视频大奖赛中成为合肥市唯一获奖的一所小学……

永红路小学北城世纪城分校位于北城世纪城二期兴隆路

与康乐路交口，学校占地面积 61.2 亩，建筑面积 39156 平方

米，90个教学班的建制，是合肥北城新区乃至合肥市规模最大

的小学之一，学校多媒体教室、图书室、电脑教室、舞蹈室、音

乐室、美术室、科学实验室、心理咨询室、录播室等功能室齐

全，设施设备一流。同时学校还建有食堂、室内运动场、室外

标准化塑胶运动场等相应的高标准配套设施。

合肥市永红路小学正式落户北城世纪城

15岁，原本是天真烂漫的年纪，郝冬冬却成为这个命

运多舛家庭的顶梁柱，她的内心世界到底是怎么样的？

为此，记者同她进行了一次对话。

记者：知道“马头爸爸”的事情吗？戴“牛面”，会不会

让人认为你是个骗子？

郝冬冬：我知道“马头爸爸”的事情，但为了给爸爸治

病，养活着一家，我不怕人家说。

记者：你戴“牛面”跪在街头的照片，已经引发了不少

网友的关注，这对你的生活有什么影响？

郝冬冬：报道后，有好心人开始施以援手，但我爸对

我说，孩子，我们不是炒作，只是想让政府也能看到我们

这个苦难家庭的困难。

记者：每个女孩都有梦想，你的梦想是？

郝冬冬：爸爸没生病前，我的梦想是当个服装设计

师，设计好多五彩斑斓的衣服。

生活虽然艰苦，但还要继续，今年 9 月 15 日，安医二

附院康复科的洪医生在为郝新利做了一次检查，发现他

手肘以下可以轻微活动，腿脚也有知觉，有可能重新站起

来。但高昂的康复费用对郝新利一家来说是一个难题。“我

希望能重新站起来，让冬冬能早日返回学校，这是我最大

的心愿。”采访结束，郝新利告诉记者道。

如 果 您 愿 意 帮 助 他 们 ，可 以 联 系 郝 新 利

183-2604-5169 ，银行账号：6215581302003997926 合肥

工商银行三牌楼支行 郝新利。

D “设计师的梦想
被‘牛头’代替”

15岁“牛头女孩”乞讨救父
星报记者走进她的家，为您揭示背后辛酸和无奈的故事

□记者 鲁龙飞 文/图

父亲摔伤致瘫痪后，母亲出走，一个年仅15岁，
本应该是无忧无虑中学生的河南籍女孩郝冬冬，现
在却要承担起家里的全部重担。为了给父亲治病，
什么都愿去尝试的冬冬，已在合肥逍遥津公园、步行
街夜市，戴着“牛头”面具乞讨四个月了。

看热闹的人远比掏钱的人多。跪在合肥最繁华
街头的郝冬冬，比其他人更理解这句话的含义。曾
当街被醉汉扇巴掌，骂她是骗子的经历，让冬冬明
白，相比委屈，围观人群的麻木不仁，更让她心寒。

9月29日，市场星报、安徽财经网记者走进这
个命运多舛的家庭，了解一名最初梦想是当设计师
的15岁小女孩冬冬，现在每天都以“牛头”示人背后
的辛酸和无奈的故事。

“我是多灾多难的命。”54 岁的郝新利，戴着护

具仰面躺在床上，说话中，两行泪不知不觉地从眼角

流下。9 月 29 日，记者在省城长江路与马鞍山路交

口一个两室一厅老房子里，对这个命运多舛的家庭

进行了采访。

郝新利是河南周口人，妻子是石家庄人。15 年

前，他们来到合肥谋生，生下了3个孩子。 2014年9

月20日晚上7点左右，在九龙珠商城广场做手机推

广活动时，原本右手残疾依靠拐杖行走的郝新利被

人推倒在地，回家后突然全身不能动弹，脊柱疼痛难

忍，后被确认为脊柱骨折，全身瘫痪。

事后，郝新利一家苦苦追寻目击证人无果，加上

没有低保又是外地户口，郝新利暂时无法享受合肥

市相关项目报销和补贴，他需要自己承担所有医药

费、康复费用。住院三个月后，家里的积蓄全部被花

光，又借了十余万元外债，最后，实在无法拿出医药

费的郝新利被迫出院。

大小便失禁，随时要换尿袋、清痰，双腿每天要

做 400 个窝腿和 200 个绕腿康复训练，郝新利从家

里的顶梁柱变成需要照顾的人。弟弟妹妹还小，要上

学，母亲个子不高，力气小，爷爷奶奶身体也不好，就

这样，照顾父亲的重担，就落到去年刚升入初一的郝

冬冬身上。不久，郝冬冬辍学。

苦于家里没有经济来源，原本自尊心很强的郝冬

冬，放下了自尊，在春节后走上街头跪地乞讨。每周一

至周五，乞讨地点在步行街夜市；每周末，乞讨地点在

逍遥津门口。

每次乞讨就像一次搬家，孩子们推着郝新利，用三

轮车拉着爷爷，带着垫子、病例、X光片、一个可以播放

电视媒体采访画面的小型显示器以及写有标语的展

板。郝新利不能长时间保持一个姿势，每次乞讨他都

要求跟着一起，“我不去，人家不信啊”。

事情在 2015 年 4 月产生了变化，一个周末，郝冬

冬在逍遥津门口乞讨时，一位女士给了她一个牛头面

具，说这样可以引起更多人的注意，效果更好。面对这

突如其来的“怪东西”，15 岁的她还有些犹豫，担心被

人歧视。

但不久，这个念头便被无情现实打消了。大约三

个月前，郝冬冬乞讨完回家，发现妈妈不见了，和妈妈

一起消失的还有她房间柜子里所有的衣物。“我不恨

她，她也是被债主逼得没办法。”当记者问道，是否怨恨

母亲时，郝冬冬是这样说。

交谈中，郝冬冬告诉市场星报、安徽财经网记者，除了

下雨天，她每天都到外面乞讨，有时候时间跪长了，膝盖和

胳膊都很疼，到后半夜，每天只有三到四个小时睡眠的冬

冬跪在垫子上睡着了也是时常有的事。每次乞讨，运气好

的话能筹到400多元，运气差的话连100元钱都没有。

这些，并不让郝冬冬感觉到困难，让她感觉到难受的

是，看热闹的人远比掏钱的人多，戴着“牛头”面具的郝冬

冬曾因此被一个醉汉当众扇了两巴掌，男子边打边骂，

“我叫你骗人，我叫你骗人”，“当时，两边好多人在围观，

但没人上前阻拦”。

A 父亲突然瘫痪
女儿辍学照顾

B 母亲离家出走
女儿乞讨救父

C 戴“牛头”面具
曾被人扇耳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