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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家住薛城区站前小区的宋先生有些苦
恼，他家的太阳能坏了，却没法到楼顶去修。原
来是住在顶楼的李先生家修了楼顶后，希望楼栋
内的邻居平摊修楼顶的钱，但邻居们认为李先生
修楼顶前没和他们商量，而且价格过高，不肯掏
钱。李先生便将楼顶锁住，谁来也不给开了，这
不仅让邻里关系陷入了僵局，也给各自的生活带
来了很大的不便。

据宋先生介绍，他们小区都是老楼，楼顶、
下水道等常会出现老化的现象，经常需要修缮。
两个月前，李先生先自己找人对楼顶进行了修
缮，修好之后才告知邻居，并要求和邻居平摊修
楼顶的钱，但多数邻居并不买账，有的甚至和李
先生吵了起来。

“我们并不是不想出这个钱，只是不赞同他
的做法。楼顶属于公共面积，要修的话肯定需要
大家一起出钱。但是同样的，出钱是大家的事，
要不要修，怎么修也应该是大家一起决定。他在
修之前没和我们商量，怎么修的，用的什么材料
也没有告诉我们，就直接来敲大家的门，说楼顶
修好了，要交钱。而且他要的价钱比市面上的
贵，又没有任何凭证，这样大家更不愿意给
了。”宋先生说，因为不满李先生擅自做主的做
法，也不信任李先生说的价格，邻居们拒不付
钱。而李先生觉得邻居不付钱是想赖账，一气之
下将楼顶锁住，不让任何人进入。

宋先生表示，他理解李先生，因为他也曾组
织修缮过下水道，知道稍有不慎，邻里之间就容
易在钱上面发生矛盾。但他方法得当，修下水道
的过程就比李先生的顺利很多。“我们家住一
楼，修下水道这种事肯定是我来做，但我在修之
前就先和大家商量好了，先和大家说了我的方
案，希望邻居们根据各自下水道的使用情况付
钱，用多少就拿多少钱。我找施工队、买材料的
时候，都会叫着一两个邻居，大家一起去，这样
不管买什么大家还可以商量，再和其他人说价钱
时人家也更信任你。”宋先生说，修下水道时他
没有和任何邻居闹不愉快，大家还都表示他组织
修缮特别辛苦。

如今，李先生仍然和邻居们僵持着，楼内已
经有两家住户的太阳能坏了却没法维修。宋先生
觉得这样下去也不是办
法，便决定和邻居们商量
商量，按照平均市价
付给李先生楼顶修
缮费用，希望大
家都能各退一步，
互相理解，互相信
任。

（特约记者 张潇艺）

不给修楼顶的钱
锁上不让你用！
修前不“通气”，修好收钱被拒

邻里关系陷僵局

家住市中区文汇小区的
黄庆，今年刚满 30岁。别看
他年纪不大，已经是一名“资
深驴友”了。他经常背起装有
食物、睡袋、帐篷、登山手杖以
及众多生活用品重达几十公
斤的背包，带上自己整理的旅
行攻略和随时遇见新鲜事物
的愉悦心情出发了！没有导
游，不住酒店——饿了，就吃
自己带的食物；累了，就栖身
在大自然的怀抱中；困了，就
睡在随身携带的帐篷中。内
蒙、海南以及众多名岳大川都
留下了他的脚印和手杖印。

“你没有真正体验过‘驴友’的
旅行方式，就永远都不会体验
到其中的快乐。”黄庆说。

黄庆介绍，他每次旅行都
是“随时起义”，说走就走。有

了想法，唤来其他“驴友”，带
上时刻都在“备战”状态的背
包，买上一张普通火车票，就
悠闲地赶往目的地了。当然，
观赏沿途的风景，也是他旅行
的重要目的之一。到达目的
地后，他们不会选择常规旅游
路线，而是会选择户外运动爱
好者们自己开辟出来的“驴
道”。“驴道”比常规旅游路线
更贴近自然，更艰难，也更刺
激。对此，黄庆解释说：“我们
在登泰山快要到顶的时候，体
力有些透支，每次快走不动的
时候，我就鼓励自己，再走十
步就胜利了。走完十步，我再
鼓励自己一次。最后，终于到
达山顶，看到美丽的景色，也
感觉到自己一次次地超越了
自己，心情特别好，所有生活、

工作的压力一下子就全都没
有了！在不断的突破自我中
释放压力，这也是旅行的目的
之一。”

真挚的“驴友情”，也是黄
庆旅行中的重要收获。前不
久，他和几个“驴友”组队到内
蒙穿越沙漠的时候，每个人都
背着比以往更加沉重的背包，
而背包中仅有的几瓶水也很
难维持在沙漠徒步的需求。
几个“驴友”团结一致，相互鼓
励，相互帮助，终于成功地穿
越了沙漠。在艰难的环境中，
他们收获了日常生活中难以
得到的真挚情谊。这份情谊
也被他们从一次次的旅行中，
延续到了日常生活中。生活
中，他们也会相互沟通、相互
帮助，然后再一同开始新的旅

行。
户外旅行，已经成为黄庆

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他准备明年初夏和另外几个

“资深驴友”一起徒步穿越新
疆北部、死亡率远高于车祸、
被称作“有狼群守护的塔山”
的狼塔。为此，他还准备近期
到青岛学习专业的户外运动
知识，并考取户外运动领队
证。这样，他就更有能力，也
更有信心去探索旅行的意义
了。“就该趁着年轻的时候，来
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有好
奇心、有冲劲儿、有胆量，这才
是年轻人该有的状态！”黄庆
说。

（记者 杨舒 文/图）

29日晚上7点左右，滕州
市学院路立交桥南侧的绿地
上，“啪啪啪，啪啪啪……”一
阵阵整齐响亮的拍打声响起，
从旁边经过的行人闻声纷纷
扭头观看，有的干脆停下脚
步，好奇地看了起来。

原来，这是人们在练健身
操。领操的老人叫崔凤桐，今
年 66岁，老家在南沙河镇崔
庄，几年前从市原农机部门退
休。退休后，老人就“研发”了
一套经络健身拍打操，不光自
己天天练，还义务教其他人
练，大家都热情地叫他“崔老
师”，这一教就是12年。

每天早上，崔凤桐老人都
会打开自备的录音机，播放起

豫剧《抬花轿》选段，大伙便踩
着小调的节奏，摇动双臂，扭
动起了腰肢，时间大约有 10
分钟，这算是热身运动。随
后，崔老师就带领大家做起

“十点十分操”，主要是锻炼颈
椎，预防颈椎病的发生。这两
套健身操结束后，经络健身拍
打操便正式开始了。

“震撼大地、震撼自己、震
撼宇宙、拍心拍肺……”随着
崔老师的口令，全场百余人一
齐拍起来，声音响亮，场面十
分壮观。“拍通筋脉身体棒，舒
筋活血精神爽。坚持拍打，有
病治病，无病健身，天天拍打，
天天轻松，增强体质，返老还
童。”崔凤桐笑着说。

生活中的崔凤桐就是个
好钻研的人，他综合了“太极
十二拍”、穴位拍打操、十全十
美拍打操等多种流派的拍打
操，去繁就简，去粗取精，编创
出一套适合中老年人练习的
经络健身拍打操。在热心市
民的帮助下，老人将音乐录制
好，放在U盘里，以便于每天
一早一晚播放。

当问及老人教大伙练操
的缘由时，崔老师说，他原来
身体不太好，有时走路都要扶
着别人。当得知有人在龙泉
文化广场练习“太级十二拍”
时，他就经常去那里学习。经
过一段时间的锻炼，老人的身
体变得硬朗了，一年到头从不

发烧感冒。有了这些明显的
改善后，老人锻炼的更有激情
了。由跟着别人练到自己义
务带领大家练，老人一坚持就
是8年。

后来，由于原住所拆迁，
老人便在 104国道西侧租房
居住。开始时，老人和老伴在
学院路立交桥南侧的一片空
地上晨练，许多市民发现后纷
纷跟着练，先是几个人，后来
多达百余人。老人又当起了
义务教练，这一教就是 4年。

“除了过年的几天和八月十
五，其余时间都出来练。大伙
儿都等着，哪能怠慢啊！”老人
说。

（特约记者 侯志龙）

震撼大地、震撼自己、震撼宇宙、拍心拍肺……

经络健身拍打操现在开始

28日，市中区龙庭
路西侧，不少经营挡风
被的摊主为了招揽生
意，纷纷在树上扯起了
绳子，将五颜六色的挡
风被挂了出来。有的商
家还在非机动车道上直
接扯起了横幅，骑电动
车的市民只好改走机动
车道。

（记者 王龙飞 摄）

“吃货”是人们对于热爱
美食人群的昵称，“吃货”最爱
做的事情，就是邀三五好友，
一起去搜罗美食。家住市中
区华府豪庭的孙女士就是一
名地地道道的“吃货”，不过，
她不仅“爱吃”，还“爱做”。每
次吃到好吃的，她总要想尽办
法学到做法，不愧是家里的

“厨神”。
今年 23岁的孙女士在上

大学之前，还是个连方便面都
不会煮的女孩，初次尝试做东
西吃，还是在大学宿舍里。她
尝试做的第一道菜是可乐鸡
翅，味道“相当不错”。“我在上
大学之前没吃过可乐鸡翅，在
外面餐厅吃了一次之后，觉得
挺好吃，也挺新鲜的，就和我
的一个舍友尝试自己做着
玩。方法也是我们在网上搜
到的，很简单，但是做出来之
后大家都说好吃，激动得我还
给老妈打电话炫耀了一下。”
孙女士说，从那之后，她就经
常和舍友在宿舍里做些简单
的小食。寒假回家，她还跟着
妈妈去厨房“学艺”。

大学期间，孙女士最大的
乐趣就是拉着舍友到小吃街
搜罗好吃的，人送外号“吃货
孙”。学会做饭后，“吃货孙”
变成了“学徒孙”，每次吃到好
吃的菜，她总要想办法向老板
讨教做法。“我们学校门口有
一家小餐馆，剁椒鱼头做得特
别好吃。不过一般开饭馆的
不会轻易将招牌菜的做法教
给别人，我就隔三差五地和舍
友去那里吃了一顿，慢慢地就
和老板混熟了。熟悉之后再
讨教就容易多了，人家很爽快
地就把做法教给我了。”孙女
士说。不过她也经常会遇到
人家不愿教的情况，这种时
候，她就会用心记下菜的配
菜、味道，回家自己研究。

现在，孙女士已经变成
“厨神”了，中餐、西餐、韩餐，
没有什么能难倒她的。“现在，
我妈的手艺已经不如我了，只
要我有空，我们家都是我做
饭。有时候我还会给他们做
些他们没吃过的，咖喱饭、piz⁃
za、大酱汤，他们都很喜欢
吃。周末，我还经常会在家烤
面包或者做点小点心，我妈拿
我烤的面包送给邻居，好多人
来跟我讨教做法呢！”孙女士
说，“我喜欢吃美食，更喜欢做
美食。做饭是我生活的乐趣，
品尝美食正是我享受生活的
方式。朋友经常和我开玩笑
说，我是‘做饭界’最爱吃的，

‘爱吃界’最会做饭的！”
(特约记者 张潇艺)

爱吃更爱做

90后“吃货”吃到哪儿学到哪儿

趁年轻，来次说走就走的旅行
没有导游，不住酒店，有了想法，唤来“驴友”就出发

（资料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