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4年8月13日 星期三 报料电话：5200110 读枣庄·社区 本版编辑/冯克宁 11

家住薛城区龙潭巷的薛老太为了
超市赠送的两张鸡蛋优惠券，不顾天
气炎热，先后三次前往超市抢购，但是
仍没有买到优惠的鸡蛋，为此薛老太
感到有些生气。

薛老太的吃穿生活用品大都是子
女们平日里给送来，因此自己很少到
超市里购物。前几日晨练的时候，薛
老太听一起晨练的老人说小区附近有
家超市正在搞促销，购物以后就可以
得到一张鸡蛋优惠券，每斤比外面便
宜一元钱。薛老太想到自己家里的鸡

蛋刚好没剩下几个，天气热，儿女们每
次送饭菜来也辛苦，便决定第二天到
超市里选购一些商品，换张优惠券，买
点便宜的鸡蛋。

第二天，薛老太十点钟来到这家
超市，得知要购买29元的商品才能换
取一张优惠券，薛老太便仔细挑选了
一些家里能用到的商品。在换优惠券
的时候，一对刚购完物的小情侣把他
们的优惠券送给了薛老太。薛老太高
兴地拿着两张优惠券再次进入超市，
准备选购特价的鸡蛋，结果被告知：特
价鸡蛋已经被抢购一空，下午再来购
买。当天下午薛老太不顾天气炎热，
又来到超市，可是鸡蛋又被抢空了。

一连几天，薛老太渐渐忘了鸡蛋
优惠券的事情。8月4日傍晚，薛老太
无意在口袋里又发现了这两张优惠
券，而且今天就是鸡蛋优惠券使用的
最后一天。薛老太顾不上吃完饭，赶
紧赶到超市，这一次依旧没有买到特

价鸡蛋。薛老太有些生气，找售货员
理论：“为什么我来了这么多次也没有
见到特价鸡蛋，你们发这个优惠券有
什么用呀。”售货员解释：特价鸡蛋数
量有限，但是有优惠券的顾客却很多，
早上开门营业的时候，这些鸡蛋就已
经被早来排队的顾客抢购走了，考虑
到还有很多顾客的优惠券没来得及使
用，超市已经决定将截止日期推迟到
8月 10日，以后的几天薛老太仍可以
使用这两张优惠券。听了售货员的解
释，薛老太很是生气。

回到家后，薛老太生气地向女儿
讲述了购买特价鸡蛋的事情。“超市发
优惠券，那都是为了吸引顾客的，很难
抢到，再说了，四斤鸡蛋也便宜不了几
块钱，你这么热的天来回折腾，万一中
暑了怎么办，家里没鸡蛋了，我明天顺
路给你买几斤就是。”薛老太的女儿赶
紧劝说薛老太，放弃继续去抢购特价
鸡蛋的念头。 （记者 杨舒）

滕州市龙泉广场有位老人在推铁环锻炼身体。推铁环曾是上世纪
六七十年代的游戏，流行于全国，这位老人说，推铁环有一定的难度，需
要一定的技巧，很有趣。 （特约记者 侯志龙 摄）

“以舞蹈为纽带，培养出美好和谐的家庭氛
围，并将家庭的和谐与美传递给其他人，我认为这
就是平淡生活中的小幸福。”家住滕州市和家园的
张思霞对幸福做出这样的定义。

张思霞1968年出生，毕业于甘肃武威师范学
院，上学时酷爱舞蹈，在学校是文艺骨干。1987
年来到滕州，进入鲁南水泥厂后参加了厂里组织
的每一台晚会，退休后仍未间断。张思霞说：“只
要能跳得动，我就会坚持下去的。”

张思霞的老伴耿学茂说：“2001年，我们两口
子同时从鲁南水泥厂退休，乍一闲下来，我心里空
落落的，经常找茬和老伴吵嘴。后来老伴说这样
闲着不是办法，劝我跟她出去跳跳舞散散心，起初
我不乐意，一个大老爷们跳舞算什么，后来拗不过
她，跳了一段时间后，竟慢慢地喜欢上了舞蹈，这
一跳就是十几年，我的肩周炎、肠炎、冠心病这些
老毛病全好了。而且自从我跟老伴练舞以后，我
们感情回温，仿佛回到了热恋期，不再争吵，在一
起就是研究怎样把舞蹈跳好。”

不是科班出身的张思霞全靠自学练就一身
“舞”艺。她的大部分舞蹈都是从央视电视节目
《闻鸡起舞》中学的，张思霞将节目翻录下来，放慢
动作先模仿再练习，把电视里的舞蹈动作化为己
有。“思霞的本事远不止跳舞，她的编排能力不容
小觑。”耿学茂一边说一边把张思霞编排舞蹈的一
个记事本递到记者的手中。翻开这个略泛黄的厚
本子，映入眼帘的是密密麻麻的符号和字迹。当
记者问及张思霞排练了多少舞蹈时，她给出的答
案是，“具体数目不记得了，应该不下于 100 支
了。”

张思霞排练集体舞蹈就是为了服务于他人，
现在张思霞和耿学茂将自己一身“舞”艺免费传于
其他老年朋友，在他们小区附近小广场上，每天都
活跃着这群老年人快乐的身影。“我的想法就是

‘赠人玫瑰，手有余香’。”张思霞笑着说道。
“我带领的老年团队出去公益展演，把我们老

年人的风采展现给大家，你看看这些照片，是从我
进入鲁南水泥厂子弟学校工作后直至今年参加编
排舞蹈的留影。”张思霞说着并把这个记录着她幸
福记忆的影集递给记者，打开影集可以看到每一
张照片上都详细记载着照片的拍摄背景。

“受我们的影响女儿耿瑞鸿现在也成了鲁南
水泥厂的文艺骨干，我的外孙女小小年纪就经常
参加我们编排的节目，舞蹈让我们这一家老少其
乐融融，同时，还结交了很多舞友。我很幸福，因
为可以和大家一起跳舞。”张思霞笑着说。

（特约记者 侯志龙 张波）

自学“舞”艺
教给老年朋友
张思霞以舞结友快乐跳起来

家住市中区中兴花园的淇淇今年考
取了珠海的一所高等学府，由于珠海和
枣庄的距离远，淇淇今后上学或者放假
回家只能选择高铁或飞机。这两种交通
工具的相同点就是价格比较昂贵。“为自
己找一份暑期工，为了让自己的暑假过
得更充实，希望通过打工积累社会经验、
开阔自己的视野，渐渐地适应社会，同时
自食其力挣点‘外快’。”淇淇说，“我这一
个月就在一家咖啡馆里打工，咖啡馆里
的人每天形形色色，我觉得还挺锻炼自
己的，顺便还能学习一下咖啡文化。每
天看着别人优哉游哉地喝咖啡，我只能
在旁边服务，让我体会到了挣钱的不易，

而且我想在拿到大学录取通知书时用我
自己赚的钱给父母买一份礼物，感谢他
们对我的付出。”

由于咖啡馆的营业时间和普通超市
和服装店的营业时间不同。淇淇被分配
上夜班，每天凌晨1点才能下班。这一点
儿让淇淇的父母非常忧心，凌晨1点钟下
班，虽说咖啡馆离家不远，但是担心女儿
安全，淇淇的爸爸还是决定接女儿下夜
班回家。

“其实一开始并不是很赞同淇淇去
打工，但是淇淇安慰我，说她打工是进入
社会的‘预演’，和赚钱关系不大，关键是
锻炼自己。”淇淇的爸爸李先生表示，“我

一想也就同意了她的这个‘打工锻炼
论’，但是没想到的是咖啡馆有夜班。”

据李先生表示，他也曾想过去淇淇
打工的咖啡馆，试图让她的领导给调下
班，但是淇淇觉得这样做不好，她说，“为
什么别人能做到的我不能做。”

“现在，我每天白天上完班，晚上熬
到凌晨 1点去接我闺女下班。就算有时
候小憩一下，还要用手机定上闹钟，怕晚
了闺女下班时间。没办法，凌晨1点实在
不放心闺女自己回家。”李先生感慨道，

“哎，打工的是孩子，受‘锻炼’的却是家
长啊！”

（记者 刘一单）

在新城区某超市内，一个模特身上穿的不是
衣服而是带有包装的海带丝，这身行头引来不少
顾客购买。 （记者 马帅 摄）

准大学生当兼职 老爸半夜接其下班

女儿打工父母跟着“锻炼”
酷热难耐的暑期，在一些商场、超市、咖啡店或者快餐店里经常看到一些稚嫩

的面庞。这些稚嫩的面庞多数是高三毕业即将进入大学生涯的准大学生们。选
择暑期打工或许为了积累一些社会生活经验、或许为了减轻父母的负担，又或者
更直接地为了给自己多赚点儿零花钱和生活费。孩子们打工自然是吃苦受累，可
他们的父母也没轻松到哪儿去。

为购特价鸡蛋 往返超市三趟
一斤省一元 费时费力不值得

海带“西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