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家住薛城区海河花苑的代先生喜欢
养花，他养的花颜色鲜艳，种类也不
少，经常有爱花的邻居到他的“小花
园”里参观，一一给邻居们讲解花的名
字和背后的故事也是他特别乐意做的
事。

据了解，代先生养花已经近 30年
了，2000年，他从薛城区某企业退休
后，养花更是成了生活中最大的乐趣。

“我从1980年左右就喜欢上养花了，到
现在已经差不多有30年了。”代先生一
边指着院子里的一盆花一边说，“花不
在多，最重要的是要养出特色，你看这
盆鹤望兰，他是非洲的一个品种，在咱
们这个地区很少，它的形状像小鸟一

样，所以还有一个名字，叫天堂鸟。据
说非洲人在盛大的节日时，都会取一朵
鹤望兰别在头发上，用来装饰。这盆花
我已经养了很多年，可以说已经养出感
情了，每天不看看它，总觉得少点什
么。”

另外一盆让代先生引以为傲的就是
正在盛开的三角梅，“很多邻居看到这
盆花，第一反应都是这盆杜鹃真好看，
其实，这并不是杜鹃，但它们在花形和
颜色上确实有相似之处。我记得3年前
第一次从邻居家看到这种花的时候就被
它吸引了，于是便从邻居那里折了一
枝，插在花盆里，每天悉心照料它，最
后，它终于成活了。去年，我和老伴把
它从小花盆挪到大花盆，它一下长了很
多，现在它花枝招展的，很是好看。”
代先生还说，“我养的这些花大多都是
怕冷的，为此，我们家还特意安了暖
气，到了冬天，我就把这些花花草草搬
到屋里，到那时，我们家的桌子上、地
上、门口、窗前都是植物，室内空气别
提多新鲜了。养花还有一大好处，就是
它特别能陶冶情操，没事的时候，给花
剪剪枝、浇浇水，整个人顿时就会放
松、安静下来。”

（记者 李佼 文/图）

与花共“舞”30年
能陶冶情操，还能放松心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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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家住市中区立新小
区的王先生，把心爱的私家车
送给了父亲。这辆车王先生刚
买了不久，还是用攒了很长时
间的钱买的，按说王先生怎么
也不会舍得送人，但是他真的

是不想开了。
王先生在市中区文化路工

人文化宫附近上班，家就在立
新小区，和单位距离很近，但
就是这短短的路程，王先生每
天开车下班比步行还要慢。每
天中午下班的时候，经过三中
的十字路口要等 3到 4个红绿
灯才能通过，到了解放路靠近
立新小学的时候，又正赶上学
生放学，家近在眼前，可他却
被堵在了进小区的路口处。开
车回家速度不快反而更慢，王
先生很郁闷。再加上开车也不
方便沿途买饭菜，因为车根本

就没有地方停，虽然看着同事
朋友开车上下班很是潇洒，但
他的情况确实不方便开车上下
班。王先生也尝试过错开交通
高峰期，但单位不能早退，他
每次中午回到家都快 1 点钟
了，妻子1点半就上班，吃午
饭的时间就太紧张了，考虑再
三，王先生最后决定把车送给
父亲，父亲在光明路上班离家
远，开车还方便些。

王先生请父亲“收留”他
的小轿车，然后骑走了父亲刚
买的电动车。骑上电动车感觉
就是不一样，原本开车将近

20分钟才能回到家，骑电动
车却只需要五六分钟。每天上
下班，王先生也不用再排队等
红绿灯了，沿途想买点什么就
直接去买，还经常骑着电动车
在市场里穿梭，下班了直接走
小路回家，避开了拥堵，也避
开了和路人一起抢道、乱按喇
叭、等红绿灯。小汽车换成电
动车更符合王先生的生活状
况，他还自豪地说，有车不
开，骑电动车更环保，他已经

“超越”了开车的时代，直接
走向更环保的低碳时代了。

（记者 张琛）

重阳节这天下午，记者在
光明广场附近的一家旅行社看
到3位老人正在咨询去张家界
等地的旅游事宜，其中的刘女
士说，现在不冷不热的，又过了
旅游旺季，正是出游的好时节，
但和子女一起出去玩太拘束，
还玩不尽兴，所以她们几个老
姐妹就打算自己组团去旅行。

刘女士今年 68岁，家住市
中区文化四村，有稳定的收入，
也有大把的时间，很懂得享受
生活，子女们也都特别孝顺，因
此退休后的十几年里，她基本
上每年都会出去旅游一次，最
初是跟儿子等家人一起去过南

京、内蒙等地，但是跟儿子他们
一起出去玩的时候儿子总是小
心翼翼，对她格外照顾，但她却
感觉有些拘束、不自在。前几
年她和几个在广场一起晨练认
识的老姐妹一行十几人参加了
一个去云南旅行的老年团，旅
途中老姐妹们聊天、说笑，自由
自在，无拘无束的，玩得特别开
心，因此她就喜欢上了跟朋友
一起旅行。除了每年一次的长
途旅行，平日里只要听说周边
地区有好的景点，她们也都会
组团一起去玩。

这一次，刘女士和朋友们
听说湖南张家界很好玩，她们

就打算去看一看。有朋友推荐
黄龙洞和凤凰古城必须要去，
旅行结束，返回时最好是白天，
这样下了火车后也不用儿子去
接站了。对于旅游公司推荐的
几条张家界的旅游路线，她们
仔细地斟酌着。随后，她们又
特别专业地向旅行社的工作人
员咨询了旅途中的自费项目，
以及当地温度等问题，得到一
一解答后，刘女士就和朋友商
量着回家后再仔细研究一下，
确定好路线，第二天就带身份
证来报名。“俗话说，‘三六九、
出门走’，今天正好初九，得赶
紧定下来，早点出发，再耽误几

天，就该冷了。”刘女士对同伴
尹女士说。

走出旅行社，刘女士继续
跟朋友们商量着旅游路线。“现
在子女工作忙，没时间总陪着
我们，他们好好工作别让我们
操心就行，还是我们老年人自
己玩，玩得尽兴！”刘女士说。

（记者 杨舒）

跟子女旅游太拘束

老姐妹一起出游最尽兴

路太堵 送走汽车骑回电动车
低碳又环保，省时更省事

王女士、刘女士和陈女士
在三年前，一起走进了现在的
单位，成了无话不谈的好朋
友。三年间，三位好友相继走
入婚礼的殿堂。如今的三人，
不仅是单位里的好搭档，还是
生活中的好闺蜜，更是小区里
的好邻居。

两年前，王女士婚后在高
新区一小区买了一套房子，在
她的建议下，刘女士和陈女士
也在该小区购置了婚房，三位
好姐妹住到了一个小区内，两

年来，蹭饭、蹭住成了常有的
事。刘女士是独生女，从小娇
生惯养，没有做过家务，自然
也不会做饭，老公又时常出
差，为了打发无聊的时间，她
常去其他两姐妹家蹭饭吃。

13日晚上，刘女士忽然
想吃火锅了，可是她又不想去
外面的火锅店吃，就和两位好
姐妹商量，去王女士家吃火
锅，在得到两位姐妹的同意
后，她去超市购买了材料后，
便来到了王女士家。一进家

门，王女士已经将水烧开，等
待着刘女士和陈女士的到来，
三位姐妹迅速收拾好东西，便
围在桌子旁开吃了。

刘女士说，她很喜欢这种
一家人聚在一起吃火锅的感
觉，因为她娘家在外地，王女
士和陈女士就成了她在这儿的
亲人，每次聚在一起吃饭的时
候都有一种回家的感觉。之所
以会选择在家吃火锅，主要是
几位好友都喜欢动手，火锅的
底料是用葱、姜、香菇、高汤

做成的，没有一丁点儿的添加
剂，绝对健康。再者，火锅中
所吃的肉丸是王女士自己汆的
鱼丸，羊肉片也是她从市场上
买回来的羊肉，速冻后切出的
薄片，面条是陈女士自己制作
的手擀面，这顿火锅虽然麻
烦，但三位好友和家人们吃得
都很开心，也很幸福！

（记者 董艳）

三个好姐妹 同吃同“住”同工作

想吃火锅？大家一起DIY！

日前，家住市中区的市民张女士在商场为
母亲挑选了一副金耳环，她说，近期家里正收拾
房间为弟弟结婚做准备，母亲的耳环在收拾房
间的时候丢了，她只好再送母亲一副。

耳环掉了母亲非常心疼，她决心一定要听
女儿的劝告，不再把贵重物品用卫生纸包起
来。张女士的娘家住在周庄社区，母亲一直就
有这种习惯，把贵重物品用卫生纸包起来，然后
再放到柜子里，母亲的戒指、项链都是这样存放
的。张女士的弟弟快要结婚了，父母就打算把
家里的房子重新装修一遍，重新刮仿瓷、铺地
砖，东西都堆在储藏室里，张女士的父母则是晚
上在张女士家暂住，在这期间，张女士还询问过
母亲，她的首饰是否都放好了，母亲说都放好
了，即使有人找到，也会当成是一卷卫生纸不会
拿的。但是，当家装修完毕，张女士的母亲回家
打扫卫生的时候却发现，她的首饰不见了。母
亲放在橱柜里的那堆卫生纸不见了，橱柜本身
就没有上锁，卫生纸里包着母亲的一副金耳环
和一个金戒指。张女士劝母亲不要追究了，别
人即使拿了也不会承认了，母亲不甘心便给装
修工人打电话，人家都说不知道。

直到电话打到了张女士的二姨那里，因为
她帮忙做过监工，张女士的二姨说，她拿了橱柜
里的卫生纸擦东西了，但是并没有看到里面的
首饰。更意外的是，张女士母亲在家打扫卫生
的时候，竟然在一堆扫在门前的垃圾里找到了
她的黄金戒指，但是翻遍整个家也没有找到那
副耳环，也许是被别人捡走了，也许是被当成垃
圾给扔了，再或者是留在这个房间里只是还没
找到。母亲整天想着她的耳环，张女士为此特
意给母亲买了一副新的，但是她告诉母亲千万
不要再把首饰用卫生纸包起来了，那样看似安
全，其实更危险。正因为别人想不到卫生纸里
会有贵重物品，才更有可能被丢弃。

（记者 张琛）

卫生纸里包首饰
这个不能有

日前，市中区税郭镇大岭村一农户院落
内的丝瓜架子上，赫然垂挂着几条“大蛇”，让
人望而生畏，但仔细看来，竟是几个长得似蛇
的丝瓜。

（记者 邵士营 通讯员 黄加芳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