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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1日凌晨5时许，滕州北辛路长途汽车总站附近发生一起四车相撞的事故。一辆装满沙子的大货车由东向西行驶时，恰
巧前面有两辆农用三轮车相撞，大货车躲闪不及撞上其中一辆农用三轮车后又撞断了护栏，与迎面驶来的客车相撞，几辆车的司
机均不同程度受伤，所幸没有生命危险。 （特约记者 金亮 摄）

四车连环撞

当大部分结束高考的学生
正沉浸在轻松的暑期时，仍有
很多贫困学生却在为高额的学
费发愁。家住滕州市官桥镇东
磨庄村的张洋洋就是这不幸人
群中的一个。

8 月 5 日上午，记者来到
张洋洋的家，他的爷爷拿着录
取通知书给记者看，张洋洋以
优异的成绩被西南石油大学录
取。可是，这个消息却让张洋
洋的爷爷喜忧参半，高额的学
费，他实在是负担不起。至今
为止，张洋洋上学的学费都是
从亲朋好友那里借来的。此时
的张洋洋正在城里打工。

据了解，张洋洋 4岁时就
失去父母，一直跟着爷爷奶奶
生活。爷爷身有残疾，奶奶年
老多病，没有任何家庭收入来
源。2000年10月的一天晚上9
点多，爷爷张玉河从滕州市区
下班回家，在路上遭遇劫匪，
头和腿部都受了伤，右腿粉碎

性骨折，落下了残疾，而且左
眼还患有白内障。不幸的事
情，仍然在张洋洋的身边“上
演”，同年11月18日，张洋洋年
仅28岁的父亲被一位精神病患
者砸死，母亲也因丈夫的死，悲
痛欲绝，患了精神病，最后失
踪。就这样，一个完整的家庭
支离破碎。

“为了救助这个贫寒的家
庭，官桥镇政府民政科给他们
申报了低保，每逢过节，镇里
都会来他们家看望，给他们送
些需要的生活用品，尽一切可
能去帮助这个家庭。”滕州市
官桥镇民政科副科长姜立顶告
诉记者，“张洋洋是一个很努
力、很懂事的孩子，能够培养
出来这么一个争气的大学生，
我们镇也感到很光荣，我们会
一直供他读到大学毕业。”

说起张洋洋，爷爷张玉河
便忍不住落泪：“俺孙子太苦
了，从小就失去了父母。别人

家的孩子上学，都是吃好的、穿
好的，洋洋却只能吃煎饼和咸
菜，过苦日子。不过，孙子很争
气，学习很刻苦，成绩优秀，而
且还孝顺听话。为了解决学费
和生活费，每到寒暑假，孙子都
会到外打工、代课，真是可怜了
这孩子！”

天道酬勤，取得优异成绩，
是张洋洋刻苦努力的结果。上
学期间，为了节省生活费，张洋
洋吃的是煎饼和咸菜，生活很
艰苦，周末放假回家也从不出
门，都是在家学习或是帮助爷
爷干农活。2011年，张洋洋以
590多分的成绩考入滕州一中；
进入一中后，张洋洋在学习上
变得更加努力，白天认真听课，
晚上宿舍熄灯后，别人都已经
睡觉了，他却蒙上被子在被窝
里开着台灯学习到深夜。周末
休息，在家住一宿就回学校复
习功课。

“面对这样特殊的家庭，我

不能和别的孩子一样，我必须
上进，像成功的人学习，控制好
自己，靠自己的努力改变现
状。有些事不是自己能决定
的，能够决定的是自己的未
来。我感觉，逆境中成长比一
帆风顺更好，我也相信，只要努
力拼搏，就能得到好结果。”张
洋洋激动地说，“进入大学后，
我依然不放弃学习，会付出比
别人更多的努力，取得成功。
这么多年来，非常感谢爷爷的
悉心照料，为了爷爷，为了自
己，我必须争气，撑起这个家。
同时，也感谢社会上的好心人
对我的关爱，将来我一定会回
报他们，回报社会。”
（特约记者 侯志龙 郭潇繁）

与爷爷奶奶相依为命 为解决学费打工代课

张洋洋：靠努力改变自己人生

晚报讯（特约记者 王辉）在滕州市
龙泉南路魏村、上徐路口有两处摊点群，
每到下午 4 点，摊贩们开始卖水果、青
菜、熟食，人来人往、熙熙攘攘，但是这里
地面洁净、井然有序，没有一家摊点越过
经营线，占道售卖。

谈到摊点群，摊主和附近群众都交
口称赞善南城管的新举措——邀请商贩
来当“城管劝导员”。“李哥，路沿石下面
不能摆摊，这是城管局和咱们一起划定
的规矩线，可不能违反啊。还有，咱这里
卖东西也不许用大喇叭喊，撤摊时还要
把地扫干净。”魏村摊点群的城管劝导员
徐继富正在劝导一名商贩。

“我们按照不影响市容、不影响交
通、不影响周边群众生活的原则，在魏村
和上徐设置了两处便民摊点群，为了加
强监管，我们和摊主签订了市容保证书，
由经营摊主共同推选了一名城管劝导
员，负责该处摊点群的自律管理，对于屡
次劝导无效的违规行为，城管队员也会
及时跟进执法。”一城管工作人员如是
说。

滕州邀请商贩
当城管劝导员

晚报讯（记者 刘豹 实习生 张一
鸣）8月 10日，一男孩跟随父母在商场
购物时，自己跑出商场后走丢，找不到
父母的他在马路边哭，好心市民发现
后，及时报警，孩子父母赶到后将孩子
接走。

据介绍，8月10日下午4时10分左
右，市民尤女士带着孩子从图书馆回
家，行走到文化中路某保险公司门前
时，发现一个三四岁的男孩在马路边大
哭，于是尤女士走上前询问，该男孩一
边哭一边说，“我找不到爸爸的车了。”
在稳定了孩子的情绪后，尤女士从孩子
口中仍没问出关于孩子家长的具体信
息，于是便拨打了 110。“报完警没多
久，我就接到一个女士打来的电话，电
话中询问我关于孩子的穿着情况，出于
警惕心理，我当时并没有详细地说明，
只说等警方到了再讲。”尤女士说，没
多久民警就赶到现场，跟随民警一起来
的还有一对男女，看到孩子后，男子抱
起孩子，摘掉眼镜直抹眼泪，随后得
知，这二人就是孩子的父母。

从孩子父母的口中得知，他们家在
薛城，孩子今年四岁，周日带孩子到市
中区购物，购物途中，孩子从商场里面
跑了出来，随后就找不到了，孩子的父
母找了大约半个多小时也没有找到，就
报了警，同时，尤女士正巧在路边发现
了孩子，也报了警，于是就发生了一陌
生女子给尤女士打电话询问关于孩子情
况的事。

事后，尤女士听其他人说，刚才也
看到了那个男孩在路边一边哭一边走，
但是却没有人上前询问原因，这让尤女
士心里有一种莫名的失落感，“既然看
到孩子在路边哭，为什么就没人上前询
问呢？如果不是我及时发现并报警，孩
子父母想找到孩子，或许会曲折点。”
尤女士说，“又不是什么大事，只是举
手之劳、微不足道的小事，当时我孩子
目击了整个过程，他说我给他起了很大
的表率作用。希望市民把身边小事做
好，这样社会才能更安定、和谐。”

孩子跑出商场走丢
路人报警找到父母

女人美，莫过于心灵
美。在滕州市柴胡店镇后黄
村，只要提起谢兴华，村民们
都会为她孝顺婆婆的事迹称
赞不绝。

谢兴华，今年54岁，她的
婆婆吴李氏83岁，聋哑人，患
有高血压等疾病，两年前突
发脑溢血，瘫痪在床。30年
来，谢兴华悉心照料婆婆，任
劳任怨，无怨无悔。

30年前，谢兴华嫁入吴
家，丈夫吴松丕长期外出务
工，只有谢兴华与婆婆和孩
子为伴，婆婆是聋哑人，刚
进家门时谢兴华和婆婆沟通
上存在一定问题，她说，婆
婆表达不清楚，她就去猜
测。有时候她还模仿婆婆的
动作，去理解婆婆表达的是
什么意思，时间长了，她学

会了与婆婆用手势来沟通。
婆婆不仅是聋哑人，而且腿
脚也不好，做不了家务和农
活。于是，农活家事、洗衣
做饭全包在了谢兴华的身
上。一日三餐，谢兴华都把
饭盛好端给婆婆，然后她和
孩子再吃。每天送完孩子上
学后，她都会按时地搀扶着
婆婆出去散步，晒晒太阳。

特别是冬天，院子因积
雪而结冰，谢兴华担心婆婆
因腿脚不便上厕所滑倒，就
背婆婆如厕；冬天，为了让
婆婆穿上干净的棉衣，她不
顾手生冻疮为婆婆洗着厚重
的棉衣棉裤。冬去春来，年
复一年，婆婆与她形影不
离，感情非常浓厚。谢兴华
说，虽然婆婆不会说话，但
是她知道婆婆很疼爱她，每

当吃荤菜的时候，婆婆总会
把最好的肉夹给她；而且婆
婆与她心有灵犀，每当婆婆
看见她微笑的时候，表示婆
婆十分高兴；每当婆婆紧紧
握住她的手时，说明婆婆心
里很感动，想要谢谢她。

随着婆婆的年龄增大，
身体日渐衰弱，谢兴华对婆
婆的照顾开始不分昼夜。
2012年初，婆婆由于突发脑
溢血摔倒导致半身不遂瘫痪
在床，谢兴华更是打起十二
分的精神来，白天要伺候婆
婆吃喝，晚上生怕婆婆摔下
床，一夜要起四五次来照看
婆婆，婆婆本是聋哑人这又
瘫痪在床，没有了手势来表
示自己的内心想法和需要，
全凭谢兴华的主动和猜测来
照顾婆婆。

由于婆婆瘫痪在床，生
活不能自理，拉尿裤子里成
了频繁的事，谢兴华不怕脏
累给婆婆一次次换洗衣裤和
床单。谢兴华还担心婆婆长
期卧床会生褥疮，不分昼夜
起来帮婆婆翻身按摩。今年
年初，婆婆双目失明了，这
让谢兴华更是与婆婆形影不
离。“俺娘现在瘫痪在床，
又双目失明，心里肯定十分
难受，俺现在每当忙完农
活，就陪在她的身边，给她
说说话。”谢兴华说。

（特约记者 赵怀朴）

婆婆聋哑、瘫痪无法表达

儿媳悉心照料30年如闺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