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次测试每题10分，满分100分
1.俺看你这人有点才坏中“才坏”是指
A毛病 B人坏 C东西坏了
2.你买的黄瓜淹巴了中“淹巴”是指
A不新鲜 B做成咸菜 C做成泡菜 D做面
3.“你在顾拥什么”中“顾拥”是什么意思？
A搂搂抱抱的意思 B动词，指乱动 C左顾右
盼的意思 D小孩打滚

4.“俺家的林地就在那儿”其中“林地”是什么
意思？

A 私家树林 B 农村的耕地 C 泛指家里的树
木和田地 D祖坟

5.我有个亲戚称呼为“两乔”，他是谁？
A我老婆的兄弟 B我老婆的父母 C我老婆
的姐妹的丈夫 D我儿子的老婆的父母

6.“听说这个事以后，我恣得不行了”是什么意思？
A巨伤心 B巨高兴 C肆意妄为 D精神崩溃了
7.“俺得（dei）为的”其中“得为”是什么意思？
A为了理想 B故意的 C必须的 D这句话没说全
8.这孩子真膈应人。“膈应”是指：
A烦人、讨人厌 B招人喜欢C天真活泼 D呆
若木鸡

9.白弄了，噪死（人）了。“白弄了”是指
A没有效果
B刷房子
C别折腾了

10.“波拉盖”（或
“各拉拜子”）是
指身体的哪一部
分？

A膝盖 B屁股
C额头 D下巴

枣庄话阶段测试

无论你身处什么岗位，都会在穿上志愿者服装时绽
放微笑，医院老师和蔼的笑容总会让怕做错事的你感到
安心。无论你在医院哪个位置，都会为所需帮助的人提
供服务，当病人和家属走来向你道声“谢谢”时，心里装的
全是感动和祝福。

做志愿者的日子，笑过，也气过，但是每次回到“家”
的时候都装有满心的感动。

输液室里看到因扎针而痛哭挣扎的孩子时，你会尽
力逗他，为的只是让挂满泪痕的脸庞绽放笑容，抬头时，
看到家长的笑容，你是多么的欣慰。可年幼的孩子怎知
道扎的、哭的是他，可是疼的却是父母心啊！

志愿者服务带给了我们太多太多的回忆，当拖着疲
惫的身躯回到学校，脸上总是带着满足的笑容，因为我们
过的充实，我们收获了成功，收获了成长，让我们学会了
很多！

因为付出所以成长
□张莹

转眼间，为期一个多月的“志愿服务在医院”工作结
束了，这是我作为志愿者第二次来到枣庄市立三院志愿
服务。

起初，我在导医台为来院就诊的门诊、急诊、住院、输
液患者提供导医服务，预约诊疗，排队，叫号，维持秩序，
帮患者咨询、沟通，陪同他们检查，取送检验报告单。

一周后，我被调到住院处工作，活也很具体：提供、核
对患者出院时的费用总清单，为患者的诊断证明、死亡证
明、发票、复印件等登记盖章；下班前，清理六号桌面等。
住院处的王主任及其他科的老师对我的关怀细致入微，
总是亲切地叫我“小裴同志”，这更使我卯足了劲，一心想
把工作做好。

产房是我第二次服务的科室，也是全医院最神圣最
有爱的地方。一个个小天使的降临，让妈妈们饱尝了分
娩的痛苦后，沉浸在为人母的喜悦中。我为产妇倒水、翻
身、换卫生纸、量血压、听胎心，帮助这些躺在床上疼到大
叫的产妇们消除焦虑紧张的情绪，鼓励她们加油使劲！
为生产完的妈妈倒上杯红糖水，观察两小时无异常情况
后，协同护士一起将娘俩送回病房。周护士长和助产士
姐姐们用行动真正诠释了三院“爱心”迎接生命技术保障
健康的宗旨，她们尽心尽力细致入微地工作，是我学习的
榜样。

其实每天的服务工作都是繁琐且复杂的。我认为坚
持就是把每天重复做的事情都要做到最好。“被需要是一
种幸福”，这是我在做志愿者之后才获得的感悟。如果不
是当志愿者，我体会不到产房外那些爆按门铃的家属着
急等待的心情，也看不到把宝宝推到妈妈身前时，在她们
苍白憔悴的脸上露出的那一抹安详的笑容。在把她们送
出产房，家人团聚分享添新丁的喜悦之时，耳边最多的话
语便是“谢谢”二字！那一刻，我忘记了我脚心的疼痛，双
腿的麻木；那一刻，心里全是感动和祝福。

我光荣，我是一名志愿者！

我光荣，我是一名志愿者
□裴雨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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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住的小区是老小区。因为老，楼壁往
往露出被岁月风雨侵蚀而刻下的斑驳的印
痕。楼与楼之间，高低飞架着电线与晾衣绳，
牵牵绊绊的，像人斩不断的心事，横亘在半
空；悬久了，也有坠下来的，略弯了个弧，又
倔强地扬向那边楼的窗子去了。窗子的防
盗栅栏参差锈掉了几根，仿佛老年人缺失的
牙齿，闪出晾台上几盆如舌头般肥厚的大仙
人掌，间或随风摇曳着几件西瓜红或葡萄紫
的衣裤。楼边的空地上，辛勤的人辟出一小
块一小块的菜园子，春种夏长秋收，一蓬绿
一蓬红的，竟也成了角落里鲜活的一景。

与小区的“老”相陪衬，住户大多也是老
人。树荫下，三三两两，满头银发，有摇扇纳
凉的，有拄拐锻炼的，也有兴致一来下几盘
拙棋或搓几圈麻将的，各自在静静的光阴中
仿佛等待着什么。整个的小区在午后慵懒
的大太阳下，如一只熟透的石榴，忘记了时
间，盹着。

其实小区是有时间的，不是钟，是充斥
在楼与楼之间的叫卖声。最先唤醒人美梦
的，是个卖粽子的五十多岁的男子，有些肥
胖，总穿灰色褐色衣服，整个人被衣服包起
来也像一颗粽子。每天清晨六点左右，一声
声“云南名吃——竹筒粽子”的吆喝声便准
时会在楼间响起。虽是八个字，却在中间一
顿，仿佛遥远的边陲美食被快运到山东，略
一休担子，还冒着热气，静候你的享用。正
如看到“西安凉皮”、“兰州拉面”的招牌一样，
本来遥远的距离被忽地拉近，故乡的心早已

牵念到异乡的人了。粽子厚实，糯米黏而不
粘牙，青竹涩却透着香，是老年人的最爱。
更可贵的是，米价涨粽价始终不涨，买卖之
间，成了种守时、信任和奉献，钱也就成了身
外之物。捧着温热的粽子，仔细剥开，就尝
到了颗温热的心。

接着，便来了个卖黄豆芽绿豆芽的妇女，
骑了个三轮车，横一木板，一字排开几个盆，
水里泡着夜里刚抽出嫩芽的菜，没用化肥，
新鲜，饱满。女人的声音高亢尖细，略带沙
哑，是饱经风霜后依然凝翠的青松，针叶闪
烁，松子累累，苍裂的枝干浑厚结实。听说
丈夫早逝，拉扯两个孩子，好几年了，不知道
什么是苦，只知道往前走，遇到什么便面对
什么。人生会遇到什么？无非是风霜雨雪，
但更多的还是晴天，踏平了坎坷，泥泞也就
成了路。

上午的时候，清洗油烟机的开始登场
了。他是个下岗工人，满身的烟油气——
是可亲的熟透了的生活的气味。吼一嗓
子“——油烟机”，仿佛一声炸雷，没头没
脑的，仅这一个名词，简练得发人深省。
想必他的性格也是干练简洁的，绝不拖泥
带水。虽是下岗，却果断地扛起生活的担
子，抉择的洒脱是对家的责任，更是对人
性不服输品格的淋漓注解。

每到下午，便会来个买破烂的老妇人
——总在孩子们放学的时候来。不大吆喝，
偶尔一两声，好像怕得罪人似的，满脸的褶
子藏不住拘谨。推着个破车，只在几栋楼间

转悠。不太会算账，经常缺斤少两的，称多
出几两她也不在乎，仿佛收破烂只是她生活
的道具，无足轻重的。背的大包里不仅有零
钱，还有零食，糖块、沙琪玛、曲奇饼什么的，
常给一个小女孩吃，女孩总是不接，好像嫌
脏，往往在给与拒之间，零食便掉在地上。
小女孩跑上楼去了，老妇人总惋惜地捡起来，
拍拍土，重又放回包里。一晃很长时间买破
烂的老妇人没来了。后来才知道是死了。
小区里住着她的儿子，不赡养她，那个小女
孩就是她的孙女。一两声的“卖——破烂喽”
绝响似地回荡在小区上空，经久不散，让人
唏嘘。

傍晚间或也会有吆喝卖豆腐脑卖热玉
米的，但那都是小区匆匆的过客，蜻蜓点水
般打个照面，便擦肩而过了。大而橙红的夕
阳渐渐下沉，火烧云红彤彤地映上楼群，喧
闹后的安详里，一两声归鸟薄暮中鸣啼。不
大一会儿，便有吃过晚饭的孩童在楼下嬉戏。
街灯亮了，小区在人间烟火中泰然蹲着，仿
佛农人面对饱满的庄稼，嘴角挂着笑，还不
忘吧嗒吧嗒抽几口自制的烟斗。

每天，小区总在小贩们此起彼伏的叫卖
声中伸个懒腰起床，又在吆喝声中沉睡。起
初听到这些零零碎碎的叫卖声，也许会觉得
聒噪，时间久了，习惯了，也就成了生命乐章
中不可或缺的点缀。梆子声，橐橐地催着岁
月前行。尘世中有高贵的阳春白雪，曲高而
和寡；更多的下里巴人，为了生存挣扎奔波
前行，他们握住了时光同时也被时光催老。
别墅洋楼里断然听不到小贩们叫卖的吆喝
声，虽是清静，却少了人间的热闹。市井坊
间，布衣臣民，一声声叫卖，一串串吆喝，虽
砂子般普通，却在滚滚红尘中演绎着活生生
人间最原始的坚持、温暖、信任、和谐，或者
偶尔的悲凉。

小区的叫卖声
□张道川

“下了南湖”，这是一个特定的词句，知
道的人也许不是太多。近日，笔者随山东移
民考察团一行15人来到安徽省来安县进行
了为期三天的考察、调研，得到了来安县委、
县政府及有关部门、乡镇领导的大力支持和
热情接待，我也是通过这次考察了解到，“下
了南湖”指的是山东移民迁徙到洪泽湖领域
生产、生活，繁衍生息。

据来安县山东移民文化研究会会长正
德介绍，现在生活在来安的山东移民及后裔
有近10万人，主要是分布在来安东北部的长
山、大余郢、杨郢、半塔、龙山等山区，其中长
山一带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是原山东移民及
后裔。早期的山东移民，大都来自山东的临
沂、枣庄等地区。移民迁徙的原因，一是民
国16至20年，由于战乱，加之旱、涝之灾，民
不聊生，无奈四处逃荒，逃难，来到了来安山
区的长山，当时的长山几乎是无人区，勤劳、
憨厚的山东人凭借一双手，在荒无人烟的乱
石岗上开山垦荒种植旱粮作物，维持生活；
二是抗战时期，由于皖南事变后国民党调转
枪口和日伪一起向新四军、八路军开战，兵

荒马乱，一些山东人为了逃难也迁徙到了来
安；三是在70年代初期，山东山区的一些能
工巧匠到来安采石、砌墙，被来安的风景和
人文所吸引，在这片肥沃的土地上娶妻生子，
安家落户。

来安的长山绵延20余里，又称20里长
山，在去“山东移民村”考察的路上，来安县
山东移民文化研究会会长正德，指着车窗外
的一个又一个村子，告诉我们，长山山顶的
居住人口约在一万余人，所有的村子住的都
是山东人。长山山顶的村庄建筑感觉是那
么的熟悉，才发现清一色的都是山东民居房，
我们犹如走进了自己的家乡。

正德说，山东移民虽然迁移来安居住许
多年了，有的甚至是几代人，他们都已经融
入了当地的生活。但由于山东移民大都集
体居住，口音、生活习惯、风俗人情仍保持着
山东原居住的主要形态。

20余里的长山山顶路，弯弯曲曲，汽车
在颠簸中缓行，约行驶了一个小时，我们来
到了来安县杨郢乡的石界牌（十家排）村。
村里的男女老少几十口人看到老家来人更

是喜出望外，激动地拉着我们的手，像自己
的亲人，三个一伍，两个一群，围着我们考察
团的人热切地表达他们的心情。

92岁的付佃奎老人，留着尺把长的洁白
胡须，一口地道的山东话，向我们叙说着他
迁移来安的故事，老人说：“俺祖籍是苍山县
车房乡付家屯村。1957年，逃荒要饭时，来
这里投奔亲戚。来时5口人，是坐着火车来
的，当时的车票5元，俺还记得，来时，用瓜干
在粮所换了几斤粮票。”

每一位山东移民都有一个迁移来安的
故事，88岁的孟庆兰老人，原籍是山东临沂
东门，她是1937年随父亲一起迁来的。孟庆
兰老人说，她父亲是当地的知名人士，当年，
日本人想让她父亲做日伪县长，孟庆兰的父
亲不愿为日本人做事，不愿意当汉奸，就连
夜率全家逃走，徒步走了三个月才来到了这
个地方，在长山落了户。她说，当时的长山
就是一个乱石岗，土地瘠薄，无人管无人问，
只要有力气，开荒种粮，人还是能生存下
来的。

在新中国的建设中，勤劳朴实的山东
移民积极参与祖国建设，开挖来河，兴修
屯仓水库、支持驷马山水利建设，在每一
个重点工程和水利工地上都有山东“老
侉”的声音身影，为来安经济社会发展洒
下辛勤的汗水。

来安是一块宝地，有一个宽厚仁慈的胸
怀，使山东人“下了南湖”后有立足之地。

山东人“下了南湖”
□曹诏亮

寒窗酷好画丹青，

漫卷诗书落墨声。

四壁清风邀明月，

一生笔阵起雄风。

诗悼画家王学仲
□姚三石

10月8日7点17分，中国当代国学
泰斗、艺术大师著名书画家、诗人、作
家、艺术理论家、天津大学教授王学仲
先生辞世，享年 88 岁。王学仲生于
1925年 10月，别名夜泊，我市滕州人，
曾师从吴镜汀、黄宾虹、徐悲鸿、李可
染等书画家，擅山水、人物、花鸟；黾学
创始人。

60 余年来，他在诗文书画领域不
懈追求，著作颇丰，是第二届书法兰亭
奖终身成就奖获得者，并为书画人才
培养诲人不倦，为中国书画艺术事业
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