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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市中区工作的孙女士和杨先
生今年结婚后住进了华文组团小
区，15 日供暖后，小夫妻俩和不
少市民一样，享受到了集中供暖带
来的暖意，可这暖意也经过了一番

“波折”。
“刚看到缴采暖费通知的时

候，我俩确实有些犹豫，我们白天
上班，一整天都不在家，周末有时

候去他妈家，有时候去我妈家，或
者出去玩，在家的时间有限，感觉
缴暖气费好像有些不太划算。”说
起今年的暖气费，孙女士可有一肚
子话说，“当时也有朋友说，我们
家住二楼，上下左右都有邻居，他
们都缴了费，我们家肯定也能跟着
暖和起来。可是毕竟是人家花钱买
来的，蹭人家的暖多不好意思啊。
再说了，我们家不要暖气，对周围
邻居家的供暖效果肯定有影响，要
是每家都想蹭别人家的暖，那还有
谁会去缴采暖费呢？说不定还会影
响我们和邻居的关系。商量来商量
去，我俩还是决定把采暖费给缴
了，安安心心地过个‘暖冬’。这
不，临供暖时我们也让小区换热站
的工作人员把暖气阀给打开了，现
在家里可暖和了！”

对此，周围的邻居纷纷表示赞
同，孙女士的好朋友刘女士说：

“刚一开始我觉得他们在家的时候
不多，邻居们都要暖气了，他俩跟
着蹭暖也是可以的。可他俩觉得不
好意思，老早就把暖气费给缴了，
要是别人都像他俩这样就好了，我
家楼上就有几户不缴暖气费的，弄
得我们缴了暖气费的也感觉不暖和
了，邻里邻居的，还是得‘抱团’
才暖和啊！”

“是啊，享受了温暖，为啥不
缴暖气费？虽然我俩在家的时候不
多，但一回到家就暖暖和和的，多
好，缴了费享受起来才安心。”一
旁的杨先生补充道。

（记者 孙莎莎）

家住薛城区八一小区的陈女
士有个QQ群，是由她的哥哥、侄
子、侄女、外甥、儿子等十几位
家庭成员共同建立的家庭QQ群。

陈女士今年 36岁，是兄弟姐
妹中最小的，兄妹间年龄差距比
较大，所以她和最大的侄子相差
不到十岁，因此跟这些“晚辈”
们也都像朋友一样。说起她们家
的QQ群，陈女士说，前不久，一
大家人一起参加一个亲戚的婚
礼，婚礼中，他们各自都拍摄了
不少彼此的照片，为了方便这些
照片“共享”，陈女士的大侄子小
陈提出建立一个QQ群，家庭成员
都加入这个QQ群，这样大家就可
以在群里互相浏览和下载这些照
片了。婚礼结束后，小陈就申请
了一个 QQ 群，并起了一个简单、
朴实的名字—“家庭成员”。随后
便邀请弟弟、妹妹以及其他有QQ

账号的家庭成员加入QQ群。当晚
大家陆续发布了自己在婚礼上拍
的照片，然后互相点评。大家直
呼这个QQ群方便又有趣，随后越
来越多的家庭成员陆续加入。

一次，陈女士 10岁的儿子瑞
瑞在QQ群里“广播”：“我妈妈做
好吃的了，一会就去姥姥家，给
姥姥送去。”当陈女士带着儿子和
美食来到父母家时，发现几个侄
子、侄女还有外甥也都带着食
物，在此等候多时了。原来大家
都看到了QQ群内的信息，就打算
跑来“蹭饭”，怕不够吃，又买来
了饭菜。饭菜太多，因此他们临
时决定，叫来其他家庭成员一起
来家庭聚餐。突如其来的“大集
结”让陈女士的父母感到十分高
兴。

“我在网上看了件衣服，大
家看看怎么样？”、“星期天我有事

不能接瑞瑞，谁去书法班把他接
回来？”、“我们家在洗窗帘，下午
需要个男生帮忙挂窗帘，谁来？”
每次大家发布有疑问或者需要帮
助的留言，其他家庭成员总是热
情地帮忙解决。

“我的QQ里有十几个群，有
时候会觉得吵，就直接屏蔽了
消息，但是我们这个家庭成员的
QQ群，我永远都不会嫌吵、屏蔽
它，因为里面都是我的家人。我
感觉我们一大家人像生活在一个
大院里一样，谁有事叫一声，其
他人就会来帮忙，很方便。”陈女
士说。

（记者 杨舒）

家住薛城区福泉社区
的张女士家有个小院子，
17 日这天，张女士找来竹
竿和塑料布，打算给她的
小菜园搭个棚子，为小菜
园保温。

张女士今年四十多
岁，之前是某企业的会
计，大概五年前，张女士
为了照顾行动不便的父
母，毅然辞去了会计的工
作，成了父母的专职保
姆。“以前工作忙，虽然我
们家有个小院子，但是我
一直没能将它利用起来。
辞职之后，除了照顾父
母，我就开始收拾起这个
小院，种种菜、养养花，
没事的时候，尤其是冬
天，搬个小板凳在院子里
晒晒太阳，生活别提多惬
意了。”

张女士的小院大部分
是水泥地面，还有一块土
地上种了三四样蔬菜，水
泥地面干干净净，几样蔬
菜也长势喜人，“如果说我
每天花一个小时做家务，
那我收拾小院的时间要占
去40分钟。”张女士说所谓
的照顾蔬菜其实是在欣赏
蔬菜，“蔬菜大家都不陌
生，集市上到处都是，但
是那种蔬菜和咱们自家种
的蔬菜就是不一样。前一

段时间，我妹妹来我家吃
饭，我做了两个菜，这两
个菜全是我小院里种的，
一样是菠菜，另一样是丝
瓜。她说街上卖的菠菜吃
起来嘴里发涩，但是我家
种的菠菜吃到嘴里滑滑
的，还带有一丝甜甜的味
道，很好吃。我每天一走
进院子，看到那绿油油的
菜叶，心情也能轻松愉快
一些。这不，我找了几根
竹竿，打算给这小菜地搭
个棚子，给这些蔬菜保
温，这样，我们冬天也能
吃到自家种的新鲜蔬菜
了。”

“很多朋友都问我为
什么不在院子里种些花，
我本来也是这么想的，可
是后来考虑到如果种花的
话，一到天冷的时候，花
可能会受不了。所以，我
把花种到了花盆里，只要
天一冷，我就可以把它们
搬到屋里去，这样，即使
冬天不能时常开窗，屋里
的空气也不错。”张女士一
边动手制作大棚，一边和
记者讲述她整理小院的心
得，“最近天气还不太冷，
现在着手制作蔬菜大棚正
好，这是我第一次自己做
大棚，希望能收到好的效
果。” （记者 李佼）

68 岁的裘老太为了照
看孙子千里迢迢从河南农
村来到枣庄，这是她第一
次进城，看什么东西都新
鲜，可是新鲜劲过了，裘
老太的生活就没那么“好
过”了。生活单调不说，
语言也不通，找不到一个
合适的人聊天。儿子、儿
媳一上班，裘老太就只能
带着孙子看电视，或者一
个人呆呆地坐在沙发上。

“实在闷了，就趁孙子睡着
的时候在小区里走走转
转，或者待在家里干干
活。在农村的时候生活比
这丰富多了，随便找点事
儿干，一天就过去了，有
那么一阵子我真希望孙子
快点长大，这样我就能尽
快回到农村了。”裘老太
说。

“子女们都很孝顺，
我也渐渐地适应了城市的
生活，虽然更多时候，我
并不出小区大门，每天去
的最远的地方，就是附近

的菜市场和超市，但比起
刚来那会儿好多了，小区
里的老姊妹都熟悉了。别
看我们当中的大部分人都
是从外地来的，但大家围
在一起聊天的时候甭提有
多高兴了，因为我们都是
来照看孙子、孙女的，共
同的‘目的’让小区里的
老年人组成了一个大家
庭，我们自己称其为‘孩
友’。”

“老一辈含辛茹苦将
子女拉扯出息了，子女们
在城市里安家筑巢回不了
家，就只能让家中的老人
们到城里帮着照顾孩子。
来到城市后，我们每天的
生活就只是带孩子、做
饭、洗碗、打扫卫生，很
是无聊，为了打发无聊的
时光，不少老年人成了

‘孩友’，除了交流育儿心
得外还可以唠唠家常。”来
自菏泽农村的陶女士说。

（记者 张莉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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搭个大棚保温过冬
自家种的比买的好吃

农村老太城里看孙 挺难

小区老人以娃会友 乐呵

嘿！有新闻

虽然已经进入冬季，但是寒冷的天气丝毫没有影响市民们聊天看报的热情。17

日，市中区国泰花园小区的几位老人围坐在小区花园旁，看着报上的新闻，畅所欲言，

各抒己见。

（记者 刘一单 苏羽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