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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个月，家住市中区建设路的刘女士喜得贵
子，刚出月子的她身体有些虚弱，月嫂走后婆婆便
开始天天往刘女士家里跑。早上来晚上才走，刘
女士觉得婆婆很辛苦，但是为了照顾小宝宝也没
办法，前几天婆婆的举动深深地感动了刘女士。

近日，小区里的电梯维修停用，刘女士住在8
楼，婆婆走楼梯上了楼才发现给小孙子买的尿不
湿放在楼下电动车车筐里忘了拿，于是婆婆又走
下楼去拿尿不湿。中午的时候婆婆正要做饭，发
现家里的菜不多了，婆婆说她下楼去买，刘女士怕
婆婆辛苦就说，“妈，电梯不能用你就别往下跑了，
一上一下挺累的，咱在家喝点面条就行了。”“没
事，我不累，你身体还没恢复，得多吃点好的，我去
楼下的超市给你买点排骨和青菜去。”说着婆婆换
上鞋就出门了。过了一会儿婆婆提着大包小包的
菜就上来了，刘女士看到婆婆气喘吁吁的，赶紧接
过婆婆手里的菜。

中午做饭的时候停水了，原来是水卡里面没
有钱了，刘女士拔下水卡又重新插了进去，“大概
还能用一点，等到老公下午下班回来让他去交
钱。”刘女士心里想着。吃了午饭，婆婆叫刘女士
哄孩子睡觉，她要去交水费，刘女士不让婆婆去，

“您今天已经来回上下好几次8楼了，在家里也没
有闲着，还是在家休息吧。”刘女士说。可是等刘
女士和宝宝都睡着了，婆婆又出门去交水费了。

一会儿婆婆回来了，刘女士是又心疼又生气，
婆婆怎么这么固执，虽然身体一直很好，但也是上
了岁数的人了，哪能这么不爱惜自己的身体呢。
婆婆说：“咱家的用水量大，万一我儿子下午下了
班来不及交水费，晚上停水你们多不方便啊。”婆
婆的固执感动了刘女士，“婆婆这么对我，我也会
加倍的孝顺她。”刘女士说。

（记者 张琛）

在华山路与西昌路路口，几位养鸟爱好者在聊天。养鸟、遛鸟不
仅可以打发退休后枯燥的生活，也可以以鸟会友，在交流养鸟经验、
聊家常中找乐趣。 （记者 王震 摄）

张贵云自幼便是个戏迷。上世纪
60年代她家住在老滕县东市场，与老滕
县人民舞台相隔咫尺，她放了学就到剧
场看演出，看演员排练，偷偷地跟着剧团
的演员们学演戏，她首先学了“手、眼、
身、发、步”五功，又跟演员学练嗓，练唱，
唱戏，她已到了痴迷的程度，有一次她拉
着风箱炒菜，锅里油热了，应该放菜，由
于她边唱边炒，光想着唱了，竟然把烧的
柴火灰当菜放到油锅里炒了。还有一次
她坐月子，因不能出门练嗓子，她便把自
己关在房内，用茶缸子捂着嘴练。为了
练唱，她洗着衣服唱，做着饭唱，走着路
唱，甚至睡着觉，做着梦都在唱。

功夫不负有心人，日积月累，她的唱
功不断提高，当时在滕县一中上学时，就

是校文艺宣传队的骨干了，不仅在学校
演出还到农村演出。她现在能唱京剧，
柳琴，评剧，越剧，黄梅戏等 10 多个剧
种。1999 年张贵云从滕县农机公司退
休，但她退休不退志，为传承戏曲艺术，
她和其他同志组织戏曲票友会，文艺演
出队，利用业余时间辅导老人学戏曲，练
习戏曲演唱，组织40多人的文艺演出队
从 2006年到 2013年先后在滕州市荆河
公园、三角花园、龙泉小区等义务为市民
演出 400 多场。她演出的戏曲丰富多
彩，有柳琴戏《唱西叶》、《张郎休妻》，豫
剧《打金枝》，《穆桂英挂帅》等，深受市民
欢迎。

说张贵云多才多艺，并不是吹嘘，她
不仅会唱、会跳、会打腰鼓，而且还会写

小品，打快板等。她退休后，不仅义务演
出戏曲，而且免费为市民和学生辅导腰
鼓。2009年春，当张贵云了解到微山县
留庄镇马口小学想成立腰鼓队，找不到
教练时，她义不容辞，走进学校。马口小
学地理位置偏僻，环境条件差，学生缺乏
文艺知识和文化生活，为了解决这一难
题，她主动放弃休息时间，连续5年到该
校辅导学生打腰鼓。张贵云还连续3年
为该校的贫困学生捐赠学习用品，受到
了师生的欢迎。这些年来，张贵云的腰
鼓队经常参加滕州市红荷节等大型活动
的表演。“我能把民间艺术腰鼓教给学
生，虽然辛苦，但是感到开心。”张贵云
说。

（特约记者 侯志龙 文/图）

“打腰鼓唱柳琴 想学的来找我”
戏迷张贵云辛苦并快乐着

在滕州市荆河公园，一
位女士正在辅导票友练习
唱柳琴，她叫张贵云，现年
65岁，原是滕州市农机公
司退休职工。谈起唱戏她
滔滔不绝，“我从小就爱好
文艺，爱好戏曲，12岁时我
就想考剧团，父母不让，我
就没有当上演员，所以我现
在只是业余演员了。”张贵
云笑着说。

照顾娘俩 不辞辛苦

“固执”婆婆感动儿媳

“这些垃圾为什么堆我家门口，我就不明白
了，怎么就不能把垃圾扔到垃圾站里？”4日，家住
市中区某小区的周女士反映，她家小区南面的一
条主干道上堆放着不少垃圾。这些垃圾堆放的位
置就在周女士的家门口。

据周女士说，堆在她家门口的垃圾是附近居
民随手扔在这儿的。“我们小区是老小区，生活设
施不如那些新社区配置得全。小区的东北角，有
个垃圾站。离我们这几排楼挺远的，去垃圾站扔
垃圾的话，来回大概需要将近10分钟。所以一些
居民可能是觉得垃圾台远，就在出门的时候随手
将垃圾扔在路边。”周女士说。

随后，记者走遍整个小区，发现偌大的小区内
并没有安置一个垃圾桶。除却周女士家附近的垃
圾堆，该小区内还有其它几处大大小小不同规模
的垃圾堆。

就在记者拍照的时候，有一位带着小孩的居
民就将垃圾随手扔到了路边。对于随手将垃圾扔
到路边这一做法，该居民拒绝采访扬长而去。

采访中，一位老先生介绍说：“因为有环卫来
清扫，所以有些居民更加变本加厉的无视干净的
环境而乱扔垃圾，已经养成了坏习惯，怎么贴告示
也没有用。可苦了我们这些住的离垃圾堆较近的
居民们了。希望这些人能够反省一下自己的行
为，为自己也为他人，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

（记者 刘一单）

垃圾扔门口
居民埋怨多

家住台儿庄区的赵先生，最近遇
到一件让他无奈又心疼的事儿。因
为母亲拿他不舍得喝的茅台酒做了
泡菜。

赵先生平时喜欢小酌两杯，前段
时间闺女婿给他提来了两瓶茅台
酒。好酒就是好酒，赵先生喜上眉梢
但是并不舍得喝。五一假期，多年不
见的好友来看他，赵先生拆开包装和
朋友分享了一瓶。另一瓶酒就放在
了电视机下面的橱柜里。

3日，赵先生发现他的茅台酒少
了半瓶，询问后才知道被母亲拿去做
了泡菜。母亲用大盆做了很多泡菜，
她打算每一家都分一点，因为做的泡
菜酸酸甜甜的，孩子们都爱吃。“你大
哥家一份，你两个妹妹家一家一份，
再给邻居家一点。这一盆泡菜不算
多。”母亲盘算着，要放多少盐，多少
醋，多少酱油，多少蜂蜜。所以母亲
还用了赵先生半瓶酒当作料。“这是
茅台酒，你没听说过茅台吗？我平时

都舍不得喝，过节才拿出来。你怎么
就腌上泡菜了。”赵先生说。“我看酒
就放在柜子里，就顺手拿了一瓶最外
面的。我怎么知道它是茅台酒。好
酒你不好好地放起来？再说了，酒又
不是什么好东西，喝多了伤身，你看
哪个喝酒的不是一身病。好酒腌了
泡菜正好大家都尝尝。”近八十岁的
母亲振振有词，一点也不心疼的样
子。赵先生只能后悔自己没把好酒
单独放起来。 （记者 张琛）

错拿茅台酒用来腌泡菜

赵先生吃在嘴里“痛”在心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