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市中区铁西小区，两位老人自带工具，义务修理社区
东门前的主要路段，得到了居民们的称赞。

（记者 王震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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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年 54岁的吕金霞与 84岁的婆婆于兰英已经
共同生活了三十个年头。这些年来，吕金霞孝顺老
人，与邻为善，勤劳贤惠，在她住的小区里和邻里之
间，有着很好的口碑。当聊起她是怎样与婆婆相处
时，吕金霞深有感触地说，“家有一老，如有一宝。老
人为子女辛苦操劳了一辈子，照顾老人是子女应当
做的。”

自从结婚以来，吕金霞就与婆婆住在一起。大
概两三年前，原本身体还硬朗的婆婆，因为患了一场
大病，从此卧病在床。人们常说，“久病床前无孝
子”，但是，吕金霞并没有把照顾老人当成自己的负
担，对婆婆的照顾依旧无微不至。坚持每天给婆婆
洗衣做饭、梳头洗脸、端屎端尿……吕金霞悉心照顾
婆婆，从没有一丝抱怨。

婆婆于兰英有一个闺女，因在外地工作，无法照
顾老人，吕金霞便承担起了伺候老人的责任，一直与
婆婆一起生活。在公公重病期间，伺候公公的任务
也落在了她身上，当时，吕金霞才20多岁，老人去厕
所，还得找人搀扶。公公的去世，婆婆的精神受到了
打击，有时去医院给婆婆看病，吕金霞只好带着四岁
的女儿，推着婆婆去医院。

“有个好女儿不如有个好儿媳妇，我家金霞待我
比亲闺女还亲。要不是她这么细心地照顾我，我都
不知道自己会是什么样。这些年，她很不容易，风风
雨雨，好日子坏日子都经历过，能有这样好的儿媳妇
是我的福气。”婆婆于兰英哽咽地说道。

“婆婆老了要靠我，我老了得靠儿女。”孝“就是
这样一辈辈传下去的，我现在是长辈，就得给晚辈做
榜样。我不仅要让老人安享晚年，也要把孝心传递
下去，为子女做典范。”吕金霞如是说。吕金霞的任
劳任怨地照顾婆婆，用行动和细心赢得了邻居们的
称赞。吕金霞曾被评选为滕州“好儿媳妇”，她的家
庭也被滕州市妇联授予“五好家庭”荣誉称号。

邻居于文丽夸奖说，“吕金霞照顾婆婆在我们小
区是出了名的，从吃喝到洗涮，几十年如一日，从不
抱怨。有时，一顿饭就得喂一个小时，她也从不嫌
烦，对老人的照顾，真的是无微不至。小区的人都以
为她是她婆婆的亲闺女。吕金霞敬老孝老的精神很
值得大家学习。”

（特约记者 侯志龙 郭潇繁）

伺候婆婆任劳任怨

孝顺儿媳邻里夸赞

自己的信用卡好心借给朋友用，可是没想到的
是，自己着急用的时候，朋友却推三阻四地不想还，
这让着急用钱的小周很闹心。“我刚办好信用卡就借
给了朋友用，可现在我想用了，朋友迟迟不还。”小周
很苦恼地说。

原来，原本没想办信用卡的小周，在去年为了帮
助朋友“完成任务”，才在朋友所在的银行办理了一
张信用卡。办完信用卡之后，没怎么在意的小周在
一次朋友聚会上说了一句有张信用卡，但是自己用
不着。

说者无心，听者有意。小周的朋友小张就听进
了心里去，小张自己做服装生意，由于进货时，资金
不一定能够收拢，所以有几张信用卡是最好不过的
事情了。在朋友聚会后，小张就给小周打电话说，自
己做生意有时候资金周转不开，如果小周的信用卡
不想用，可以借给他用，在电话里，小张向小周保证
他的信用卡不会出现信用问题。由于都是多年的好
朋友，小周就答应了，就这样一直用着到现在。

现如今，打算装修新房子的小周感觉自己的装
修资金不是很充足，这时候他突然想到小张那里还
有自己的一张信用卡，“为了不影响他的生意，我提
前两个月给他说了，过段时间我要装修房子，要用信
用卡。这样万一装修时现金不够可以直接刷卡，以
免影响装修。”小周说道。可是让小周没想到的是，
自己连续说了几次，小张每次都是口头答应，就是不
给他。

对于小张的做法，小周感到很为难。而在银行
工作的小李说道，把自己的信用卡借给他人一定要
慎重，一旦信用卡借钱不还的话，会有不良记录在身
上，会影响到以后在银行办理其他业务。

（记者 李帅）

信用卡借朋友

要不回伤感情

陈女士的儿子小政特别喜欢吃
西瓜，现在已经到了西瓜成熟的季
节，小政经常要陈女士给他买西
瓜。前几日中午，陈女士带着小政
在小区门口的水果店里挑选西瓜，
正好遇到了楼下的邻居姚女士也正
在买西瓜，不过姚女士正在和店主
商量，能不能只购买一半，因为家里
只有三口人，吃不完一整个西瓜，虽
然西瓜摊上有已经切好的西瓜，但
姚女士担心切开的时间长，不新鲜，
也容易滋生细菌、不卫生。

店主告诉姚女士，只能够买已
经切好的或者整个的西瓜，并建议
她也可以挑选小一些的西瓜，但是

很有生活经验的姚女士知道小的西
瓜不如大的甜。陈女士听到了姚女
士和店主的对话以后想到自己家每
次吃西瓜时也有同样的烦恼，于是
便和姚女士商量，两家共同买一个
西瓜，然后让老板帮忙分开，一人一
半，两人平摊买西瓜的钱。

最后姚女士嫌两人都付钱，很
麻烦，索性自己承担了买瓜的费用，
陈女士执意要自己付钱。“几块钱的
事，别让来让去了，你明天再买个西
瓜分给她一半不就完了吗。”水果店
老板的一句话很好地解决了问题，
而且两人商量每次买西瓜就分给对
方一半，避免吃不完浪费，也省了不

少麻烦。
第二天陈女士买了一个更大一

些的西瓜，回家后切了一半，让儿子
送到了姚女士家中。“后来我们俩商
量，这天还不太热，也不用天天吃西
瓜，隔一天吃一次就行，而且我们也
怕两家都买西瓜，都打算给对方送，
那样也浪费，就商量买好了西瓜，切
之前打个电话告诉对方一声。其实
一个西瓜也不值多少钱，但是这邻
居之间多走动走动也挺好的，现在
我们两家之间不仅送西瓜，谁家买
点其他好吃的也都互相送。”陈女士
说。

（记者 杨舒）

提文臣自 1970年开始收藏图书报
纸，40多年来一直坚持收藏不辍，曾先
后到扬州、镇江、上海等地找书、买书、
集书，目前家庭藏书已达 13000 多册，
藏书种类繁多，内容涉及医学、军事、法
律、科技、天文、地理、文学、艺术等 11
个种类，收藏的报纸有《扬子晚报》、《科
技信息报》、《枣庄日报》、《老年生活报》
等 12个种类，他家楼上两间简陋的书
房里堆满了各类书籍，就连门后边也摞
起了1人多高的报纸。

提文臣不但喜欢收藏书籍，而且更
喜欢读书，他说：“书中自有黄金屋，书
中自有颜如玉，通过读书获得灵感，获
取知识，陶冶情操，升华思想，荡涤心灵
……书如清泉，书如阳光，书如智者，书
如一位知心老朋友，每日伴我左右。”

他读书可以说是废寝忘食，有时一
顿饭老伴热了又凉，凉了又热，可以说
他读书到了“痴”的程度。谈及读书的
感受，提文臣感慨地说：“最大的感受就
是学以致用，用以促学。读书可以博览
众家之长，获取多方面的知识，汲取人
间精华，慢慢地自己也就成了一个‘杂’
家。”

他精通法律，人们在生活中遇到
“鸡毛蒜皮”的事找他“明断是非”，他都
乐此不彼，热心调解。多年来，经他调
解的矛盾纠纷有200多起，代写诉状40
多次。3年前，提文臣的老伴不幸患上
了直肠癌，手术后需要长期服药治疗，
提文臣综合多家医药书上的介绍，咨询
名医名家，配制出一个独特的中医药方
给老伴服用，收到显著疗效，目前他老

伴的身体健康状况良好。
在提文臣收集的藏书之中，有《孟

姜女》、《水漫蓝桥》、《明鉴易知录》等20
多部是民间失传、残缺的稀缺书，为了
不让这些书失传，保存完整，他坚持用
手抄写，遇到不明白的地方他反复考
论，咨询明白人，手磨起了老茧，笔不知
用坏了多少，但他乐此不疲，目前已抄
写了 6部书，9万多字。他注重从藏书
中收集科学技术知识、科研成果和科技
资料，自己动手编制了《万项科技资料
汇编》，目前已搜集编写 4000多项。他
最大的心愿就是在有生之年尽快完成
20多部稀缺书的手抄本和《万项科技资
料汇编》，将宝贵的精神财富留给后
人。

（记者 岳娜 通讯员 李文丰）

一家买西瓜两家对半分

邻里分享 味道更甜
随着夏季的到来，也到了吃西瓜的季节。对于一个三

口之家而言，很难一次吃掉一整个西瓜。家住薛城区八一

小区的陈女士就不会因买整个西瓜吃不完浪费而苦恼。

因为她已经和邻居姚女士达成“协议”：谁家卖西瓜就分给

对方一半，半个西瓜刚好够全家享用，也不会造成浪费。

藏书万余册 抄书9万字

花甲老农是“书痴”
出生于1954年的提文臣，初中文化，是台儿庄区马

兰屯镇巫山村的一位农民，就是这样一位普普通通的农

家老汉却与书籍结下了不解之缘，他藏书、读书、用书、编

书，对书籍的情有独钟是他生活的全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