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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住花园小区交通局宿
舍的韩女士这两天有了烦心
事，在她所居住的小区的主
干道上，长期堆积着一些垃
圾。这些不知哪儿来的垃
圾，就散落在路旁，原本干
净整洁的道路都被垃圾流出
来的污水污染了，还散发阵
阵恶臭，小区里的居民们从
此处经过时都捂着鼻子，而
这又恰巧是她每天的必经之
路。

23日下午，根据市民韩
女士反映的情况，记者来到
韩女士所在的小区，她所居
住的单元位于花园小区的最
南面，在通往她家的必经之
路的东边，果然有不少垃圾
堆积在一个无人居住的小房
子旁，就算距离垃圾堆还有

一段距离，依旧能闻到垃圾
所散发出来的难闻的气味。

这堆垃圾大多都是一袋
一袋打包好的生活垃圾，不
少垃圾袋里的污水从袋中流
了出来，有的还“蜿蜒”了
数米。韩女士说，此处的垃
圾都是附近的居民随手扔在
这儿的。“因为我们小区的垃
圾站挺远的，在我们小区北
面的花园东边，我们这楼应
该是离垃圾站最远的一排楼
了。从我们这排楼去垃圾站
扔垃圾，来回大概需要将近
10分钟。所以，一些居民就
在出门时随手将垃圾扔在了
路边。”韩女士说。

随后，记者走访了整个
花园小区，确实如韩女士所
说，在小区北面的花园后有

一个垃圾站。除此之外，偌
大的小区内并没有安置一个
垃圾桶。除了韩女士家附近
的垃圾堆，该小区内还有其
它几处大大小小不同规模的
垃圾堆。“你瞧，这不又有一
个人来扔垃圾吗？”韩女士指
着一位将垃圾随手扔到了路
边的居民说。对于自己的这
一做法，该居民表示：“没看
见人家都往这儿扔吗？这么
一大堆垃圾，又不是我一个人
扔，垃圾就能堆出来的。再说
了，我们都是交了卫生费的，
环卫不是也来清理吗？堆一
会儿又能怎么样？垃圾站离
我们这么远，我又急着有事，
不扔这儿扔哪儿啊？”

据了解，由于该小区是
老社区，没有物业管理，以

前的卫生费都是交给社区居
委会的，现在则交给环卫部
门，小区的卫生也都是由他
们负责。“虽说环卫部门也来
清理这些垃圾堆，但是这样
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啊，我们这么多居民上缴的
卫生费，难道就不能给我们
小区多放置几个垃圾桶吗？
别的小区里每个单元下面都
有一个垃圾桶。有了垃圾
桶，居民也就不会将垃圾随
意扔到地上了，环卫工人来
清理的时候不是也省了很多
事吗？”韩女士说，“这样，
既能保护我们的居住环境免
受垃圾的污染，又能减轻环
卫工人清理的负担，绝对是
一举两得的事情。”

（记者 刘一单 文/图）

日前，家住薛城区富田社区的子藤由于感
冒，连续两天放学后都要到诊所里打点滴。医
生建议错开前一天打过针的左手，换成右手，但
她还是忍痛坚持选择注射左手，以便腾出右手
来写作业。 （记者 杨舒 摄）

家住市中区的新晋奶爸
李先生有个两个多月大的宝
宝。“从8月15日那天，宝宝
从产房里出来，我们两家九
口人就进入了最高级别的

‘战斗’状态。我负责照顾刚
生产完、身体虚弱的老婆，
孩子则由他奶奶和姥姥来照

顾，孩子的爷爷、姥爷做好
后勤，姑姑、舅舅也是随叫
随到，孩子的阿姨还专门从
外地赶来探望。”回想起这60
多天的“战斗”，李先生觉得
每天都得打起十二分的精神
来对待，“看到刚从产房出
来，脸色苍白，虚弱得连说
话的力气都没有的老婆，再
看看旁边弱小的宝宝，那一
刻我心中既喜又痛，喜的是
母子平安，痛的是老婆十月
怀胎的不便和分娩所承受的
巨大疼痛，当然也突然感觉
到自己身上的担子重了。”

从产房把母子推入病房
后，李先生就决定把宝宝交

给奶奶和姥姥照顾，自己则
专心照顾经历了十几个小时
分娩之痛的老婆。“回想第一
次给宝宝洗尿布，竟然没有
感觉到脏；想想第一次双手
抱起孩子，那种满足感；想
想老婆在自己的细心照顾
下，从坐起来到站起来再到
走起来，那种喜悦感；再想
想宝宝的奶奶和姥姥第一次

‘交接班’时，不停地嘱咐着
‘两个奶瓶大的喝水小的喂
奶，要两个小时喂一次水，
别忘了提醒宝宝妈妈吃药’，
就这样两位老人在‘啰嗦’
中完成了第一次交接。就这
样在许多个第一次中，在医

院的前两天悄然度过。说实
话在连续 30多个小时不合眼
的照顾中，确实累，但是很
快乐，也很幸福。”新爸爸李
先生回忆道。

回到家以后，新妈妈也
加入到了照顾宝宝的行列中
来，孩子的姥姥、姥爷也不
时过来照看。“如今孩子已经
两个多月了，我们大家也都
已经适应了各自新的角色。
看到宝宝一天一天地长大，
我也更懂得了作为父亲的责
任，也更明白了父母的不容
易。”李先生感慨道。

（记者 李帅）

宝宝一出生 忙坏了一大家
新爸爸照顾新妈妈，奶奶姥姥看孩子，爷爷姥爷当后勤

中秋节已经过去有段时
间了，但很多市民家中仍有
没吃完的月饼，眼看着就要
到保质期限了，如何处理掉
这些吃不完又舍不得扔的月
饼，就成了不少市民的一大
心事。这却难不倒家住薛城
区燕山小区的马女士，她把
吃不完的月饼做成了其他美
食，早餐、炒菜、熬粥等
等，吃不完的月饼都物尽其
用了。

马女士有三个女儿，中
秋节的时候，三个女儿都给
她送去了月饼。可是女儿都
不在身边，她和老伴的饭量

也都不大，而且月饼这种含
糖量较多的食品，他们更是
很少吃。可是月饼放在家里
不吃，又觉得可惜，于是马
女士就将月饼改造成了其他
美食。

“外孙来家里的时候，
我就给他做月饼三明治吃，
这是最简单的处理方式，就
是将五仁或蛋黄的月饼切成
薄片，然后将薄片夹在面包
或馒头中间，这样制作出来
的三明治，外孙最喜欢吃
了。”马女士说，“月饼不仅
能做三明治，一些肉馅的月
饼，还能炒菜用，家里吃不

完的肉馅月饼，我都给切成
小长条，然后加点葱花、姜
末、味精等放锅里一炒，出
锅就可以食用了。”

马女士说，吃不完的月
饼不仅能热处理，还能制作
凉菜。对于一些略带咸味的
月饼，制作凉菜的时候，只
需将月饼切成细丁、厚片或
者碎末，再拌上点凉菜必备
的姜丝、葱花、醋以及味
精，口味就很好了。如果家
里有其他青菜的话，也可以
放点青菜在里面一起凉拌，
口感也不错。“只要是常用的
烹饪法，月饼基本上都适

用，除了以上的吃法，将月
饼熬粥、炸制都可以，只要
你 想 吃 ， 就 没 有 做 不 成
的。”

（记者 董艳）

吃不完的月饼华丽大“变身”
切片变成三明治，肉馅能炒菜，咸味的还可以调凉菜

和大多数地方一样，枣庄一直都有着女儿
出嫁，娘家要准备嫁妆的风俗，而嫁妆里面最
不能少的就是被子了。日前，家住市中区崮山
路吉祥家园的任妈妈的二女儿即将成婚，她既
兴奋又忙碌，早早地便开始为女儿准备嫁妆
了。

这不，任妈妈刚买了 60多斤的棉花为二
女儿准备喜被，也为没结婚的大女儿囤起了棉
花。她戴着眼镜把棉花夹在被里被面中，铺在
阁楼上，一针一线地套着。邻居问：“闺女结
婚用的了这么多棉花吗？”任妈妈笑着回答
说：“二女儿结婚喜被得用30斤，我还顺便把
大女儿结婚套喜被用的棉花也买来了。”

二女儿看妈妈买了这么多棉花，说：
“妈，不用套这么多这么厚，现在都流行薄被
子。”“薄的厚的都用得着，厚的搁着天冷的时
候用。”任妈妈生怕被子不够女儿用的。除了
套喜被，任妈妈最近还忙里忙外地张罗起了女
儿的婚礼，购家电、买厨具、置办酒席等等可
把她忙得焦头烂额的，邻居都笑着说：“女儿
出嫁，你也跟着一块去得了。”任妈妈却说：

“再忙再累，俺也高兴！”
（记者 王萍）

母亲囤棉花
为给女儿套喜被

花园小区只有一个垃圾站，垃圾堆却不少

居民图方便 垃圾随手扔

日前，市中区振兴东里，一名小男孩和他的
表姐或牵或抱着5只宠物狗在遛弯儿。男孩
说：“他们都是我的宝贝，它叫博美，它叫泰迪，
还有京巴！” （特约记者 张敬宇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