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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人就是吴金钟，今年
59岁，老家在河南，曾当过9年
的工程兵，还参加过唐山大地
震后的重建工作。当年 30岁
的吴金钟来到枣庄，成为了矿
务局工程处的一名机修工，这
一干就是 20多年。吴金钟一
直从事机械维修方面的工作，
而且还是个“热心肠”，因此，4
年前退休后，他就在家里开始
帮邻居修一些简单的家什。由
于他手艺好，而且都是义务帮
忙，从不收费，渐渐地，来找他
帮忙的人越来越多，修自行车、
油烟机，补铁盆、铁桶，编马扎，

为了帮邻居做好这些事，吴金
钟又重新拿起了曾经熟悉的各
类维修工具，码放在储藏室
里。就这样，吴金钟成了修理
师傅，他的储藏室也成了“修理
铺”。

今天来修车的梁女士和吴
金钟是老乡，又是同事，还是邻
居，她的三轮车车胎被扎，就特
地来“麻烦”吴金钟修理。修理
的过程中，旁边的居民也纷纷
过来帮忙，车胎补好后，吴金钟
发现车链条有些松，又帮梁女
士紧了紧。修好后梁女士为表
感谢，打算帮吴金钟收拾地上

散落的工具。“太脏了，我自己
来，你赶紧忙你的去吧！”吴金
钟说完便仔细地收起这些工
具，整齐地码放到储藏室里，然
后拿来脸盆清洗手上的油污。
为了洗掉这些油污，吴金钟用
了强碱性的洗涤粉，又用刷子
用力地刷洗了指甲，他的双手
才露出了原色。“这个‘烧’手，
但是洗得很干净。”吴金钟看着
被洗涤粉刺激的有些红肿但是
很干净的手说。

一直在旁边的邵先生说：
“老吴手艺好，人更好，谁家里
有活来找他，他都会帮忙。我

家里的纱窗，就是他帮忙给换
的。他不仅不要报酬，很多时
候他还自己花钱买材料和工
具。他的老伴没有工作，家庭
条件也并不富裕，邻居们都劝
他做个牌子挂在储藏室门口，
开个正式的维修铺，方便邻居，
也能缓解一下家里的经济压
力，吴金钟总是笑着拒绝。”“这
个院子里住的邻居都是工友，
有的还是老乡，我为大家服务，
怎么好意思跟人家收费呢？我
闲着也是闲着，干点活就当锻
炼身体了。”吴金钟说。

（记者 杨舒 文/图）

薛城区市民屈女士这两天
一个头两个大，原因是女儿吵
着要吃披萨，可是屈女士一直
都没有机会带孩子出去吃，女
儿一天数次的央求，让一天到
晚忙工作的屈女士感觉有些愧
对孩子。

为了满足孩子的愿望，14
日下午，屈女士下班后，在单位
附近的超市购买了制作披萨所
需的材料，准备回家给孩子做
着吃，因为没有经验，她可是花
费了好一番功夫：网上查阅资

料，咨询专业人士，边尝试边动
脑……几乎能用的方法，屈女
士都用了。

14日晚上，买材料回到家
的屈女士和家人吃完饭后，就
按照自己搜集到的资料，和起
了披萨面胚。为了将披萨饼做
得松脆爽口，屈女士凭感觉往
面粉里加了点黄油，用鸡蛋和
好面后，便将面胚放置在密封
空间中，待其发酵。第二天一
大早，为了让女儿醒来就能吃
上美味的披萨，屈女士 5点就

起了床，看面胚发酵得差不多
了，她就开始准备制作披萨的
其他材料：胡萝卜、肉丁、青红
辣椒、洋葱、火腿，全部准备就
绪后，屈女士便将胡萝卜、肉丁
及青红椒进行了加热翻炒，目
的是为了和洋葱火腿同步成
熟。

加热翻炒后，屈女士开始
烙饼，因为她家的微波炉没有
烤盘，只有烤架，为了让饼不散
架，她先将饼胚的背面进行了
一定时间的烙制。饼的一面烙

的差不多了，又将生熟材料放
置在饼上，一切准备就绪后，再
在上面密密麻麻地铺上奶酪，
并将准备好的半成品放置在微
波炉内，调好模式、时间，10分
钟后，美味又可口的披萨就做
好了！屈女士尝了尝，味道竟
然和餐厅里卖的一样。女儿起
床后，吃着妈妈亲自做的披萨，
很是开心，终于不再缠着妈妈
要披萨了。

（记者 董艳）

网上查资料 咨询专业人士 边尝试边动脑

女儿想吃披萨 妈妈自己做

家住市中区华山小区的赵
老太有一儿一女，都不和她同
住，女儿嫁到外地去了，儿子在
新城工作，没有特殊情况儿子
每周末都回来看母亲。今年七
十多岁的赵老太身体还不错，
一个人独居了十几年了，儿子
怕母亲身体不好建议她跟自己
住，但被她拒绝了。赵老太是
个固执的人，虽然一直患有高
血压，但是她就是坚持独居，不
和儿女同住，也不愿意请保
姆。老人觉得儿子一家每周来

一次挺好的，自己也不愿意给
孩子们添麻烦。随着年纪越
来越大，老人开始越来越怕孤
单了，但是她嘴上不愿意说，每
到周末就盼望着孩子回家来。

但是最近，儿子工作特别
忙，从过了中秋节老人就没再
见过儿子一面，国庆的时候也
只是儿媳妇带着孩子回来的。
老人想念儿子，却又不好意思
直接说，她就想了一个好办
法。按照惯例每周六下午儿子
一家会过来看她，晚上吃完晚

饭再走，但是这两个星期都是
儿子打来电话说没时间过来，
叫老人有事给他们打电话。上
周六下午老人正盼着儿子回
家，电话响了，赵老太不用看来
电显示也猜到了是儿子打来
的，他一定是又不来了，这都快
一个月没见着儿子了。老人心
里想着，故意不接儿子的电话，
电话响了两遍老人没接，反而
出门到小区里和邻居们聊天去
了。没过多久，赵老太的儿子
就匆忙赶来了，在楼道里遇见

了正要回家的赵老太，儿子有
些着急地问她怎么不接电话，
他已经往家里打了不下十个电
话，快急死了。老人却编了一
个可笑的理由：家里停电了，电
话没有声音。家里停电了，和
电话有什么关系？赵老太的儿
子哭笑不得。看到老人安然无
恙，儿子安了心，其实他也明
白，这是老人想念儿子了。

（记者 张琛）

独居赵老太想见儿子有“妙招”
不接电话，编瞎话说家里停了电

几乎每个人都有过写日记的经历，也许
是老师的要求，也许是为了记录生活中的点
滴。“我记得小学一二年级的时候流行那种硬
皮的日记本，打开是作文本似的一行行的
格子。到我稍大一些的时候又流行那种带锁
或者带密码的日记本，我们班好多同学都因
为好玩而买过，开始写日记。”80后的宋先生
说。正在文化路小学就读的一位学生说：“语
文老师布置的日记，不算是真正的日记。真
正的日记应该是不给别人看的。”

“日记？那是几百年前的事了！现在上
班都忙不过来了，还要照顾家庭、孩子，哪有
时间写日记啊？”很多人都和这位住在幸福小
区的张女士有差不多的想法。“虽然现在我不
用笔去写日记，但还会在网上写写不是太隐
私的东西，写写感悟，或者一些好玩的事。”90
后的朱女士又代表了一部分人的想法。

虽然大部分人已经不会写真正意义上的
日记了，但还是有一部分人坚持了下来。47
岁的方先生就是其中一个，他说：“三年前，我
和前妻离婚了，当时没把这个消息告诉别人，
怕父母操心，也没告诉他们。我当时心里很
难受，就想到了写日记，把我的心情都写出
来，心里的痛苦似乎就少了许多。就这样，我
熬过了最痛苦的那段时间，写日记也成为了
我的一种习惯。”25岁的周女士多年来也一
直坚持写日记。“上高中的时候，我把和同学
之间传的小纸条都收藏了起来，然后贴在日
记本上，在下面记上这一天发生的好玩的
事。慢慢地，我发现回忆那些事让我感觉很
好。记忆是人很珍贵的财富，如果不记下来，
时间久了，很多美好就被遗忘。所以从高中
到现在，我一直坚持写日记。有时候工作忙
会漏记一两天，之后再通过回忆补上。我想
在我年老的时候，再翻起年轻时写的日记，感
觉一定会很好的。”周女士说。

（特约记者 杨晓斐 杜斌）

记点滴生活 诉难言痛苦

存宝贵回忆

小日记 大用场

日前，高新区世纪花园的张先生家里传
来的争吵声惊动了左邻右舍，邻居们来到他
家“劝架”，才弄清了事情的原委。

原来，张先生遇到了一件“烦心事”，
上周日一大早，他在临山公园帮别人卖粉
条，本来想抽空赚点零花钱，补贴家用。他
从早上5点多到中午12点，一共卖了130元
的货，最后一清点所收的钱款中有一张百元
大钞竟是假币。据张先生回忆，在现场，有
一个人在他的摊位前转悠了好大一会儿，看
货、讲价，过了好长时间见有很多购买者围
上来后，他才买了 10块钱的粉条，随即掏
出了这张百元大钞。“当时我也看到这张钱
像水洗过似的，图像模糊看不清楚，要求他
换一张，他生气地摸着口袋说：‘没有了，
怎么还不收吗？’由于当时买货的多，我只
好找了 90元给那位顾客，那人接过钱拿起
称好的粉条就匆匆离开了。这人走后，我又
仔细地看了看，发现这张钱不对头，可那人
早已消失地无影无踪了。”张先生回家后，
把这个情况告诉了妻子，妻子拿着这张钱，
到有验钞机的地方一检验，证实了这张大钞
确实是假钞，这就激起了妻子的不满，并埋
怨起来，于是便出现了夫妻争吵的那一幕。

经过邻居们的一番劝解，家庭纠纷终于
平息下来了，同时，张先生提醒说，无论购
物还是卖东西，在收钱时，一定要注意识
别。

（记者 王龙飞 通讯员 石正祥）

买十块钱的东西

给张百元大钞让找零

一张假币
引发一场“血案”

修修补补 样样通 还从不收费

西苑社区有个“老吴修理铺”
14日下午，薛城区西苑社区广

场旁的一处储藏室门前围着几位居

民，他们中间有一个人正在给一辆

三轮车补胎，满手油污，但动作十分

娴熟，地上的修理工具也十分齐全，

与街巷上的修车摊无异。但这却并

不是一个修车摊，而是一间普通的

储藏室，修车人也不是专业的修车

师傅，而是义务在帮人修车。

10月16日上午，回收废旧
电池公益活动在市中区一小学
举行，学生们纷纷把平时收集来
的废旧电池放入回收处，再由专
业人员进行处理。

（记者 张琛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