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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 25日上午，在滕州市东兴小
区有一位 70岁的老年人正在给市民抢
菜刀，他叫马金发，是滕州市龙泉街
道孙堂村人。

谈起磨剪子、抢菜刀这档手艺，
马金发说，“因为家里穷，我从十七八
岁就跟着父亲学磨剪子、抢菜刀，为
学好这门手艺，我苦练了几个月，父
亲在一边看着，我在那里练抢功、练
磨功，有时练的手磨出膙子、麻木，
白天练，晚上练，做梦的时候还在
练。”功夫不负有心人，马金发很快学
会了这门手艺，可以独立工作了。

因为家里经济条件不好，一开始
他挑着挑子走街串户，磨剪子、抢菜刀，
后来经济条件好了，改成骑自行车，现
在开着电动三轮车磨剪子、抢菜刀。他
先到滕州市南沙河镇、龙阳镇、洪绪镇
及滕州市里的居民区，走街串巷磨剪
子、抢菜刀。挑挑子一天走二三十里路，
骑自行车时一天骑四五十里路。时间长
了，马金发在当地开始小有名气，被十
里八乡的居民誉为马老大磨剪子、抢菜
刀，有活都找他干。

一年四季，不管刮风下雨还是数
九寒冬，他都骑着自行车带着一个

包、一个马蹬走街串巷，吆喝着“磨
剪子、抢菜刀”。每天二三十个活。有
时连饭顾不上吃。人们说他抢的菜刀
能刮胡子，磨的剪子能剪绫罗绸缎，
深受村民和市民的欢迎，有的刀不锋
利了、钝了，磨磨抢抢还能继续用，
和新刀一样。

现在不仅他磨剪子、抢菜刀，而

且把这门手艺传给了他大儿子马玉军
和三儿子马玉国 。马金发拿着磨好的
剪子告诉记者，“我们三代人都干这
行，现在这行没人干了，因为挣钱
少，也没人学了，但是我要坚持干下
去，不光为了钱，我不仅干，而且还
要把这门手艺传承下去，不能失
传。” （特约记者 侯志龙 文/图）

7旬老人磨剪子抢菜刀50年
“虽然挣钱少，但手艺不能丢”

“都说婆媳是天生的宿敌，从结婚
开始我便小心翼翼地‘经营’婆媳关
系，两年下来我们的关系相安无事，一
家人也和和睦睦，可是好景不长，自从
装修房子开始，家里的矛盾就一茬接
一茬，先是在房子到底是全包给装修
公司，还是自己买料，找人装修的问题
上产生了分歧，因为怕闹得不愉快，只
好听从婆婆的意见，全部包给了婆婆
的一位在装修公司任职的亲戚。

随后，在确定房子的装修风格
时，我和婆婆的关系由分歧发展到矛
盾，婆婆是从农村来的，讲究实用，
她希望家里的装修应该传统一点，在
没有经过我的同意下，婆婆私自将我
预订的木地板换成了瓷砖，虽然很不
高兴，但因为担心老公会夹在我和婆
婆之间难做，我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
眼地将此事过去了，似乎这两次的妥
协退让让婆婆尝到了‘甜头’，在接
下来的装修过程中，婆婆更是‘变本

加厉’，不达到目的誓不罢休的姿
态。

我喜欢的布艺沙发被不声不响地
换成了实木沙发，水晶灯也被换成了
普通的吸顶灯，我是真的打心底不愿
意，便将此事告诉了老公，希望由老
公出头来平息这场矛盾，可是让我没
想到的是，老公这边刚开口，婆婆那
边就劈头盖脸地数落我的不是，在我
看来根本不是问题的问题，也被婆婆
搬上了‘桌面’，对我上纲上线地好
一顿批评。心里不舒服，我的脸色自
然就不好。

有一天，婆婆很生气地对我说，
‘你天天摆个脸色究竟给谁看？’这句
话彻底激怒了我，一气之下，我搬回
了娘家，我原以为装修会因此停在那
里，让我万万想不到的是，一个星期
后，家里的装修已经进入收尾阶
段。”小郑说。

小郑和老公大吵了一架，老公委

屈地表示，“你们公说公有理，婆说
婆有理，把我夹在中间，我是一个头
两个大，每天回到家都会听到你们为
这事吵架，一边是老妈，一边是老
婆，我帮哪边都不是。”这其中的孰
是孰非，小郑自己也觉得说不清楚，
见拿婆婆没什么办法，小郑就想着直
接跟装修公司交涉，可是让小郑更来
气的是，装修公司完全不顾小郑的意
见，依旧我行我素按着小郑婆婆的意
见干活，小郑完全像个局外人，更让
小郑忍受不了的是，整体的装修风格
完全和现代装修风格脱轨，用小郑的
一句话就是，“这完全是十几年前的
眼光。”因为对装修公司不满，小郑
一直以装修公司的设计与装修实际不
符，拒绝交付尾款，眼看半年多过去
了，闹心的小郑仍然没有搬到新房入
住。 （记者 马帅）

木地板换瓷砖 木沙发替代布艺沙发

婆媳风格不同 装修闹矛盾
俗语说家家有本难念的经，这不，小郑家就因为装修

新房而引发了一场“婆媳大战”，不仅家里的装修搞得一团

糟，婆媳之间的关系也因此蒙上了一层“阴影”。

炎炎夏日，不少市民选择喝花茶避暑、降温。25日，在市区一大
型超市的花茶专区，不少顾客在此驻足购买。 （记者 寇光 摄）

近日，本报曾以《小区树木刮倒无人问》
为题报道了市中区锦龙国际花园小区大树被风
刮倒无人扶的情况，在报道后的第二天，记者
再次来到该小区，一位正在除草的物业工作人
员表示，狂风暴雨过后，小区物业工作人员就
开始统计树木损失情况，并且开始安排工作人
员进行修复。“停雨后经统计共吹倒二十多棵
树，不过幸运的是没有出现大的损失。经过两
天的修剪，又把树重新栽了起来。”小区工作
人员介绍说。

一位小区业主说，“当时看到小区里倒了
这么多树，对暴风雨的威力感到吃惊，另一方
面担心如果这些树没有及时的栽进土里，是不
是就活不成了。这么大的树要是因为这个而死
了，那多可惜呀。这两天看到，倒下的树一棵
棵的又重新站了起来，心里感觉美滋滋的，谁
都想让身边多些绿色，在夏天身边多些树荫。”

“由于倒下的树较多，并没有很快的全部
扶起来，让很多居民担心，现在咱们枣庄正在
创建森林城市，小区里的树木多一些，也是为
创建森林城市多做些贡献，就算没有现在这个
行动，看到朝夕相处的这些树木被吹倒也不能
不扶呀。”该小区物业经理说道。

（记者 李帅）

吹倒大树被扶起

小区绿化没损失

每年三伏天，很多市民都热衷于贴敷三伏
贴进行冬病夏治。近日，家住市中区荣华里小
区的杨女士却因为贴敷自己网购的三伏贴，导
致后背起了疹子。

杨女士今年 43岁，有过敏性鼻炎很长时
间了。去年在医院贴了“三伏贴”后感觉有点
疗效，今年杨女士想再贴一次，巩固一下效
果。于是就让女儿帮她网购了一盒“三伏
贴”。不久，网购的“三伏贴”寄了过来。“盒
子里有一瓶药粉、一些胶布，还有商家提供的
一张使用光盘和穴位对照图。”杨女士说，家
人对照穴位图找了半天，才帮她把“三伏贴”
贴到了穴位上。谁知贴上去半个小时后，杨女
士就感到后背有刺痛感，把“三伏贴”揭下来
才发现，贴过“三伏贴”的皮肤上都长了一些
米粒大小的疹子。杨女士在网上询问卖家也没
有得到回应，就赶紧去医院就诊，医生诊断为
皮肤过敏。

“贴‘三伏贴’要遵循专病专治的原则，
根据患者的体质、外界环境和疾病调配药物，
选择正确的穴位进行贴敷。不建议市民在网上
购买‘三伏贴’，在家自行敷贴。”市中医医院
的医生说，建议市民到专业医院贴“三伏
贴”，第一次贴敷的时间不宜太长，如果贴上
之后感觉有烧灼或者疼痛感，最好马上把“三
伏贴”取下来，并不是贴的时间越长，效果就
越好。 （记者 张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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