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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住市中区矿区宿舍的民间艺人王先生，在兴城街道井字峪庙
会上现场制作面人和草编小动物，大受市民欢迎。王先生自幼学艺，
得家传的面人制作技艺，传到他已经是第十三代。

（记者 孔浩 摄）

家住滕州市的张先生今年 66 岁，
为了方便帮儿子照看孙子，10几年前就
搬到薛城区福泉小区，住在儿子家一楼
的储藏室里。张先生说，自己执意搬到
储藏室居住，不是因为子女不孝顺，而
是自己图方便，不愿给子女添负担。

2月18日下午，张先生正在自己由
储藏室改造成的小屋门口帮助邻居修
理电动车。“我这工具多，方便，这些老
邻居有点事都过来。”车子在众人合力
下终于修好了，张先生边收拾工具边介
绍自己的故事。

张先生和老伴儿原本一直在滕州
工作、生活，几个子女因工作而定居在
薛城，十几年前，张先生退休后，恰巧自
己的孙子到了上幼儿园的年龄，每天需
要人接送，自己的老伴儿由于还没退
休，便留在了滕州，张先生便从滕州来
到了薛城，承担起照顾孙子的职责。初

到儿子家，祖孙三代同住在 80平方米
的房子里，让张先生感到很不自在。一
段日子后，张先生发现儿子楼下的储藏
室位置朝阳，而且面积也足够当一间卧
室，张先生便提出要搬到储藏室居住。
但儿子儿媳不同意，提出可以在附近租
一间房子，但张先生为了不让子女们

“破费”，执意要搬到储藏室居住。
在搬到储藏室居住之前，张先生对

储藏室进行了“装修”。刷了涂料，接通
了水电，生起了炉子，为了冬天保暖，张
先生还自己动手做了一扇带纱窗、既保
暖又有通风效果的推拉门。搬进有水
有电、冬暖夏凉的储藏室里以后，张先
生每天的生活特别愉快。“经过我的改
造这就是间小平房了，冬天我就烧炉
子，室内温度也能达到 20多度，每天好
多邻居都聚在我这里聊天，可热闹了。”
张先生说。

张先生在储藏室里一住就是十几
年，当年的小孙子也成了一名高中生，
张先生又承担起了帮住在同一小区的
女儿照顾外孙子的工作，负责每天接送
上小学的外孙，中午还要在储藏室里给
外孙做饭，张先生还在自己的小屋门前
种植了一大片蔬菜和花草。等周末孙
子放假，自己再回滕州的家住上两天，
每天都很忙碌但也很充实、快乐。张先
生还告诉记者：小区的其他居民看到自
己在储藏室里住着这么方便，不少居民
也学着他，把储藏室打造成了一个小小
的家。

“孩子们工作忙，条件也都不是很
富裕，帮他们看看孩子也是应该的，而
且孩子对我都挺孝顺，家里做点什么好
吃的，也经常叫我去吃，咱这么大岁数，
也不能给他们添麻烦，我住在这确实挺
舒服的。”张先生笑着说。（记者 杨舒）

家住市中区解放组团的许老先生年过八旬，原
籍四川省绵阳市，曾参加过抗美援朝，后又在新疆当
兵27年，1978年来到枣庄，儿孙都在四川，老伴去世
五年了，现在许老先生独居，身板还算硬朗，但走路
还是有些不太灵便。他的儿孙都很孝顺，但因各自
都忙着工作，无法与他住在一起。

许老先生家中摆满了大小不一的各种花草，这
些都是老人平时“收养”的，邻居街坊看花枯死了就
丢弃在门口，老人就移栽到花丛里，活过来时再移栽
到花盆里。老人认真地给记者一一介绍这些花草的
名称品种，当问及儿女经常来看望他吗时，老人笑着
说，“家里孩子都不放心，再三要求下给我找了位保
姆，现在我的生活起居保姆照顾得很好，平时有人给
说个话，感觉一点都不孤独。”

父母老了，儿孙工作忙，有时很难照料到老人的
生活，但做子女的应该去关爱、理解老人，给老人们
送去温暖。许老先生的儿女为担心老人的生活起
居，给老人找保姆照料，现在许老先生的生活和心态
要比以前好了许多。 （记者 王萍）

水电都接通 冬天烧炉子 夏天开风扇

储藏室成了老人小据点

儿女工作忙 父母能理解

请个保姆照顾老人

近日，家住市中区锦龙国际花园小区的杨女士
向记者反映称，该小区在机动车不断增加的情况下，
机动车车位紧张。可大家没有注意到的是，现在非
机动车也增加了不少，很多电动车和自行车都摆放
在楼道单元门前。“这小区里要是设置几个车棚多
好，这样大家的车子都放在车棚里，既整齐又方便。”
杨女士说道。

根据杨女士的反映，随后，记者来到市中区多个
小区走访发现，大多数小区没有设置车棚。在审计
局宿舍，记者看到大多数电动车和自行车都摆放在
单元门前，而一到晚上大都是停放在楼道里，车子多
楼道窄，就导致楼道里仅留一个人通过的空。居民
经过楼道无不侧身小心翼翼通过。在锦龙国际花园
小区，记者看到每个单元门前都或多或少的停放着
电动车或是自行车。“知道放在楼道里或是门前有碍
他人出行，但是储藏室小，家里有三辆电动车还有一
辆自行车，无法全部放进去，只能停在这里了。”一位
正把车子停在单元门前的女士说道，如果附近设个
车棚，肯定会把车子放到车棚处。而记者在采访中
了解到，许多家庭并非只有一辆非机动车，大多数有
两到三辆。

在白马庄园和德仁俊园小区部分楼前，记者发
现了车棚，每隔几米就有一个车棚，车棚里停满了自
行车、电动车和摩托车。一位正在停放车子的张先
生告诉记者，虽说离自家有点远，但是停在车棚里，
总比停在楼道里阻碍通行要好得多，放在这里自己
的储藏室也有了许多空。

在采访中，大多数的居民希望自己小区能够建
设车棚，方便居民停放非机动车。

最后，记者查阅相关资料了解到，2012年住房
城乡建设部、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关于加强城市步
行和自行车交通系统建设的指导意见》中加快自行
车停车设施建设要求，居住区、公共设施要为自行车
提供足够的停车空间和方便的停车设施。新建住宅
小区必须配建永久性自行车停车场（库），并以地面
停车为主。老旧小区、平房地区要通过建设自行车
公共停车场，解决居民自行车停车问题。建筑面积
2万平方米以上的公共建筑、名胜古迹、公园、广场
应当按照专项规划的要求设置自行车停车设施。对
不按规划建设自行车停车设施的建设项目，城乡规
划主管部门不予办理规划许可，城市建设主管部门
不予办理施工许可。

（记者 李帅)

自行车乱放 小区太拥挤

居民希望建个车棚

在滕州市德馨小区 15号楼旁，
有两口鏊子，小区里一些退休的居
民，没事儿的时候总爱三三两两的
聚在一起，用这两口鏊子弄一些单
饼或者煎饼，增近了邻里之间的友
谊。

19日的这天下午，和往常一样，
小区内的几位居民又聚在一起，用
其中一口较小的鏊子烙单饼。下午
3点，正巧轮到 15号楼的王先生家，
他爱人在一旁不停地擀着面皮，这
边王先生一边控制着鏊子的温度，
一边用一根擀面杖将放在鏊子上的
面皮上下翻腾。与此同时，站在一
旁的几位邻居有的帮着擀面皮，有
的则站在王先生一旁帮着整理柴
火，还有的则做起了现场解说员，指
挥着王先生如何控制火候。其间，
众位居民的脸上挂着甜美的笑容，
现场不时传来阵阵的笑声。

没过一会儿，一旁已经指挥多
时的老人突然坐在了面板旁，抄起
一旁的面团就开始擀了起来。只见
其两手上下翻飞，动作相当娴熟，擀
出的面皮十分均匀，形状也十分漂
亮，引得现场的邻居们纷纷拍手叫
好。据住在3号楼的张女士介绍，这
位老人姓程，今年已经 85岁的高龄

了，平时看我们弄吃的时，总爱过来
转转，做做现场指导。

张女士告诉记者，这两口鏊子
是去年7月份的时候用泥巴垒砌的，
现在看到的鏊子，当时就只是随便
找了片铁皮替代。从那以后，小区
内像他们这样已经退休的邻居们隔
三差五的就会组织聚在一起，各人
从家中拿面及工具，然后大家一起
过来轮流帮忙，直到帮最后一位邻
居做好才回家。“我们平时就会在小

区内收集一些柴火备用，心情好时，
我们便会用大鏊子摊点菜煎饼吃，
那个就会更复杂些，需要大家早早
就得备好馅料。”张女士说道。

王先生告诉记者：“现在市场上
的单饼售价是4元钱一斤，而自己做
的话成本只需 1块 3毛钱，当然，钱
不钱的是次要的，邻居们能够有个
机会凑一起聊聊家常，说说开心的
事，这才是更快乐的事情嘛！”

（记者 王龙飞 文/图）

隔三差五聚一起 边聊天边干活

邻里一起烙单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