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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小伙王森有一群从小
一起长大的好朋友。25日，王
森在生日当天，就邀请朋友们
到家里吃饭，朋友们送的生日
礼物也让他既感动又惊喜。

1990年出生的王森，以前
住在北马路附近，几年前那边
拆迁，他家就搬进了现在的新
小区。离开了老房子的同时，
也离开了一起长大的朋友。王
森与几个“发小”年龄都相差

不大，长辈之间有的还是同
事，所以大家的感情特别好。
虽然因为上学彼此的联系少
了，但大学毕业以后又都联系
上了。王森过生日那天，他打
算叫“发小”们来家里吃饭，
妈妈听说是邀请老邻居家的一
帮孩子们来，非常高兴，一早
就开始准备饭菜，还订了个大
蛋糕。

王森在电话里嘱咐大家不

要买蛋糕，朋友们却在为给王
森买什么礼物而伤脑筋。晚饭
时，大家一起来到了王森家，
王森的妈妈系着围裙从厨房出
来。其中一个小伙拿着包东西
递给王森的妈妈，说：“阿
姨，今天是王森的生日，我们
给您买了件礼物——羽绒服，
您快试试看合不合适？”“俗话
说，儿的生日就是娘的难日，
我们没给王森买什么，就帮他

孝敬您了。就是不知道款式您
喜不喜欢，号码合不合适。”
朋友们你一言我一语地抢着
说。王森的妈妈惊喜地都不知
道该说什么好了。“喜欢喜
欢，好孩子谢谢你们！”看着
妈妈幸福的笑容，王森的脸上
也满是感动，因为这份生日礼
物太有意义了，这真是一帮真
心实意的好哥们。

（记者 张琛）

"发小"过生日 不送蛋糕不送礼

买件羽绒服送“咱妈”

“轩轩，你怎么买了这么多
好吃的？”

“幼儿园明天要去农场采
摘，爸爸妈妈都陪我一起去！
这是我们准备明天在农场吃的
午饭。”

24日，薛城区西苑小区，一
位名叫轩轩的小朋友像小大人
般和邻居们聊着天。

25日，薛城区一幼儿园门
前，家长们个个轻装上阵，准备
在农场里大干一场。一位家长
说：“很久没到庄稼地里去了，
今天要大展身手，让儿子看看
老爸的厉害！”小朋友们也都特

别兴奋。
整队、上车，一路欢歌笑

语。不一会儿，农场就到了。
农场里，早已有很多家长

和小朋友在认真劳作了。小翰
和小林是一对双胞胎，小哥俩
正在齐心合力拔一个大萝卜，
他们的妈妈说：“这两个小家伙
虽然大多数时候都能和平相
处，但也有让我头疼的时候，比
如，家里买了个新鲜物件，他们
就都想要占为己有，就会发生
争执。这不，这儿有个大萝卜，
我拔着感觉有些费力，就叫他
们来帮忙，想让他俩学会合

作。”正说着，只听小哥俩一阵
欢呼，萝卜终于被拔出来了。
农场的另一边，5岁的小闻正拿
着画夹一边观察一边画着白
菜。

就在小朋友们忙活着拔菜
的时候，一些有经验的家长已
经围着地锅开始烧火，准备烤
地瓜了。其中的张女士说：“烧
火烤地瓜，是我 40年前干过的
事，这么多年没烤过了，感觉都
有些生疏了。”虽说生疏，但还
有很多年轻的家长不断地向她
请教烧地锅的方法，只见她忙
完这边忙那边，一个人看着三

个地锅。小朋友们也不停地帮
忙捡来树枝、树叶等，真是不亦
乐乎，一个个都抹成了小花脸。

忙里偷闲，一位家长给孩
子讲起他们小时候在农村干农
活的故事，小朋友们听得津津
有味。随后，这位家长说：“这
次活动是幼儿园给孩子们准备
的，我们家长也都跟着沾了光，
平时工作起来难得有机会出来
走走，今天能来到菜地，和孩子
们一起体验采摘的乐趣，我们
家长感觉很兴奋，仿佛又回到
了小时候。” （记者 李佼
通讯员 吕玉霞 文/图）

常言道，家家有本难念的
经，其中一本，就是“婆媳经”。
然而，在高新区光明花苑，就有
一对关系十分融洽的婆媳。年
龄没有形成她们之间的代沟，
地域的差异更没有成为她们交
流的阻碍，媳妇把婆婆当妈一
样孝顺，婆婆把媳妇当女儿一
样疼爱。为了照顾怀孕的媳
妇，南方婆婆硬是学了一手北
方菜。

今年56岁的何女士是湖南
人，去年过年时来的枣庄。“去
年儿媳妇怀孕了，为了让他们
少奔波一点，少辛苦一点，我就

来这边过年了。过完年之后，
我也没再回去，直接留下来照
顾她了。”回忆起刚来枣庄的时
候，何女士坦言最担心的就是
照顾不好儿媳妇。“我是南方
人，不会做北方菜，当时最担心
的就是我做的饭菜她吃不习
惯。”何女士说，为了照顾好儿
媳，她碰到邻居就要讨教如何
做北方菜。经过几个月的学
习，何女士不仅学会了很多菜
的做法，甚至学会了如何蒸包
子。

从儿媳怀孕到后来坐月
子，何女士一直想办法增加饭

菜 的 多 样 性 。
儿媳妇喜欢吃
蒸包，但何女士
觉得外面卖的
不卫生，就萌生
了自己做的想
法。正巧小区

里和她比较要好的一位邻居会
做，何女士就开始了“拜师学
艺”。虽然之前没有做过面食，
但她学得很快，学成之后就迫
不及待地给儿媳妇做了一次。

“我记得第一次做的是豆角肉
的，她特别喜欢吃，一次就吃了
3个，儿子也说我做得特别好
吃。”何女士说，看到一家人都
吃得这么高兴，她也很开心。

何女士说，因为没有女儿，
她总想把儿媳当做女儿来疼
爱。经过一段时间的相处，她
发现儿媳也是一个懂事孝顺的
好孩子。“她很关心我，怕我不
习惯，经常和我说想吃南方菜，
让我做南方菜。冬天的时候，
她怕我冷，还专门给我买了厚
厚的羽绒服、毛裤等御寒的衣
物。”何女士说，她一直很喜欢
大海，儿媳知道后，就提出十一
去日照玩，好让她看一看大

海。虽说关系融洽，但“锅勺碰
锅沿”的事也发生过。不过每
次生气，不管是谁的错，儿媳妇
都会主动来哄她。“每次我生
气，她都会抢着做家务，主动提
出来给我按摩或者撒撒娇。一
听到她可怜兮兮地和我说‘妈，
你就原谅我吧’，我就什么气都
没有了！”何女士笑着说。

现在小孙女已经 7个多月
了，何女士也决定在枣庄定居
下去。“让婆婆在枣庄定居是我
提出来的，以前没让她来一是
我们没相处过，怕处不好；二是
怕婆婆在北方不习惯。不过她
在这边待了快一年了，适应得
很好，和邻居相处得也不错，我
们一家人过得开开心心的，谁
也不想让她再回去了。”何女士
的儿媳妇说。

（特约记者 张潇艺）

市民王女士有个调皮的儿子，也是她
的“掌中宝”。一天，儿子躲到衣柜里，和
她玩起了捉迷藏，找不到儿子的王女士吓出
了一身冷汗。

王女士在市中区翡翠城的新房子已进入
了装修的收尾阶段。日前，她带着一家人到
新房去参观，调皮的儿子在自家的新房子里
玩疯了。他拉着姨妈和舅舅家的弟弟妹妹在
每个房间里疯跑，还在刚做好的衣柜里爬来
爬去，玩起了捉迷藏的游戏。王女士和家人
仔细验收房子的装修效果，还邀请大家以后
经常到家里玩。四五个小孩在房子里跑来跑
去，闹闹哄哄的，大人们赶紧拉着孩子离
开，说不要打扰工人们干活，一群人说说笑
笑就进了电梯。

出了单元的门，王女士才发现儿子没有
跟过来。她走回电梯，发现儿子也不在里
面。王女士赶紧上楼到房间里去找，只有一
位工人正在干活，没有儿子，也没有小孩子
的声音。王女士打开各个房间的门喊了喊，
也没有人应。着急的王女士赶紧下楼，叫家
人一起帮忙找，刚才和儿子在一起玩的小朋
友也都不知道他去了哪儿。王女士又一次上
楼，想问一下装修师傅看没看到儿子，是不
是有外人进来。正当一家人着急找孩子的时
候，衣柜里发出了孩子的笑声。原来，儿子
躲在衣柜里，想吓一吓她。“妈妈，我在这
里呢！哈哈哈！”看到淘气的儿子，王女士
才舒展开紧锁的眉头。儿子从衣柜里爬出
来，一下抱住了王女士，撒娇的样子让她舍
不得责怪。

（记者 张琛）

捉迷藏躲进衣柜里
吓了妈妈一大跳

“从小到大，我从妈妈那里得到的爱最
多，现在在外地上学，很少能为妈妈过上一
次像样的生日。去年妈妈过生日我送的鲜花
没几天就枯萎了，我感觉不实用，妈妈也觉
得有些浪费。”日前，在南京林业大学攻读
博士研究生的毛先生，一直在为送母亲什么
生日礼物而发愁。

毛先生家住市中区广场组团小区，由于
一直在外地上学，每年回家的次数不多，他
说：“25日是我妈的生日，最近一直在想送
什么礼物给她，年年送鲜花真的 OUT了！
前段时间去我妈单位，发现她办公室里连一
点儿‘绿色’都没有。于是我就决定，生日
礼物就送盆栽花了，既能给她的办公室增添
些色彩，也能让妈妈平时养养花，改善下心
情。”

由于毛先生目前在南京，没法将盆栽花
亲自送到，于是他便联系了在枣庄的好朋友
冯先生，让冯先生帮忙买盆盆栽花送去。

“我原本打算在网上订购，但是担心快递不
能在我妈生日那天及时送到，于是就只能拜
托好友帮忙了。”毛先生说。

25日当天，好友冯先生准时将盆栽花
送到了毛妈妈手中，毛妈妈高兴地说，虽然
儿子不能回来陪她过生日，但是能收到儿子
细心给自己准备的礼物，也让她感觉这个生
日很特别。 （记者 冯克宁 王龙飞）

南方婆婆为儿媳学做北方菜
遇人就讨教，变着花样做，蒸包也难不倒她

妈妈过生日 来点儿实用的

送个盆栽
“造景”又添彩

拔萝卜 画白菜 烧火 烤地瓜

家长孩子齐上阵 郊外农场采摘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