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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修鞋的事老张好像一肚子的话，“我小学毕
业后，因家里穷跟着表哥在滕县鞋厂学了一年的修
鞋，从那以后，自已就在家练砸鞋、修鞋，有时练缝鞋
时，经常被针锥把手刺出血，练砸鞋时有时把手砸破
或砸肿。白天练，晚上练，经过一段时间的苦练，终
于掌握了修鞋的技术，在农忙时帮家里干活，农闲时
我就挑着挑子溜乡赶集修鞋砸鞋。”

张显振在家乡干了几年后就外出到甘肃省兰州
市区给市民修鞋、补鞋，在打工的过程中，在兰州市
区一个菜市场认识了一个卖菜的女商贩，就是现在
的妻子任春珍，他们一见仲情便谈起了恋爱，一年以
后，张显振便领着任春珍回到滕州市东戈镇前村老
家结婚。几年后生了两个男孩，一个女孩。

为了养家糊口，任春珍也跟着丈夫学修鞋、砸
鞋，任春珍手巧，她不仅学会了修鞋，还学会了缝纫，
补补缝缝样样行。为了家庭生活，夫妻俩相依为命，
干完家中的农活，挑着挑子步行到滕州市的龙阳镇、
东戈镇等乡镇的村庄和大集上为村民修鞋，后来从
收破烂那里买了一台旧缝纫机。从此，夫妻俩你修
鞋，她缝纫。

张显振和妻子任春珍先后到滕州市龙阳集、党
山集、山亭区的冯卯集等地给村民修鞋、缝补衣服，
为了修鞋、缝补衣服他们吃尽了苦头，有一次夫妻俩
带着刚满一岁的闺女到滕州市龙阳集干活，刚走到
半路突然雷电交加，倾盆大雨从天而降，他们都被淋
透了。有时为了修鞋连饭都顾不得吃，有时从家带
点煎饼和咸菜，喝点开水充饥。有一次任春珍缝鞋
不慎将针锥扎到手上，因缝鞋的针锥带勾，扎到手上
拔不出来，鲜血直流，疼得她心如刀绞，他们立即到
滕州市人民医院开刀才取出针锥。冬天修鞋都把手
冻破，干这个活虽然苦，但是他们坚持下来了，一干
就是三十年，风雨无阻。“现在经济条件稍微好了，近
年来，买了机动三轮车，跑得更快了，也更远了，经常
到滕州城里干，缝鞋、补衣服是小活，一天也挣不了
多少钱，但是这传统的手艺不能丟，鞋坏了不能扔
了，裤子坏了缝缝可以再穿，这也符合当前中央提出
的勤俭节约的精神，虽然挣不了多少钱，但是我们夫
妻俩还是要为兄弟爷门服务，把这个缝缝补补又三
年的传家宝做下去。”张显振老人拿着刚缝好的鞋高
兴地说道。

来找任春珍缝褂子的一位市民说：“现在这样缝
补衣服的太少了，我跑了好多地方都找不到，你看我
这件褂子就有点差口，其他地方都很好，如果扔了真
是太可惜了，今天让这位大姐缝缝和新的一样，这样
太方便了，也节约了”。

（特约记者 侯志龙 文/图）

说起写作，张先生有些不好意思。
他说自己其实并没有上过多少学，能够
写书，全凭他对文学创作的喜爱，以及
他在写作这条道路上的坚持。“5岁的时
候，我离开父母，住到了济南南部山区
的一个亲戚家，当时亲戚家所在的村里
只有一年级和二年级，如果想继续上学
就要蹚过一条河到其他村子去，亲戚觉
得危险，就不让我上学了。直到我十五
岁的时候，父母才将我接回济南，继续
上了小学六年级。像我们这个年纪的
人，命运都是跟着国家走的，我在下乡
期间被铁路招了工，成了一名铁路工
人。我永远忘不了我写的第一篇文章，
那是 1976年，唐山发生了大地震，开滦
煤矿受到了严重的影响，全国都开始了
节煤运动，当时我作为一名开火车的，
每天都与煤炭打交道，所以在节煤方面
深有体会，于是我以此为题，写了一篇
名叫《开滦受了灾，我们补起来》的稿
件，发表在了《铁道工人报》上，这给了

我莫大的鼓励，也是我在写作之路上迈
出的第一步。随后，我就被调到单位机
关专门搞通讯报道了，后来机缘巧合还
做了记者。在此期间，我创作发表了小
说、诗歌、散文、报告文学等作品百余
篇，还加入了作家协会。”张先生说。

张先生之所以将家从济南搬到枣
庄，是因为他与枣庄的不解之缘，张先
生曾在一家省报干记者时经常被派到
枣庄地区来搜集新闻资料，写了大量的
文章。后来他“下了海”，凭借着对枣庄
的熟悉，他直接将家搬到了枣庄，“枣庄
是我的第二故乡，我中年后的时光几乎
都是在这里度过的，我了解枣庄的历史
与现状，还熟知这里的方言、习俗，这对
我的创作都有着很大的帮助。”张先生
说。

“在很多年前，我的脑海里就有一
个想法，那就是把我在枣庄地区听到的
历史故事创作成书，这不仅是为了表达
我对枣庄的爱，还能让外面更多的人了

解枣庄，喜欢枣庄。2012年春节后，我
将这个想法付诸于行动，经过一年半的
时间，终于完成了这部长篇小说的写
作。”据了解，张先生不会用电脑打字，
这篇 46万字的小说全是手写完成的，

“我写这部书可以说是一气呵成，有时
候写到兴奋的时候，更是在一张16K的
稿纸上写了3000多字。”

这部书是围绕一个抗日家庭展开
的，讲述了一个抗日家庭英勇战斗的悲
壮故事，一个抗日家族浴血奋战的英雄
传奇，一个抗日地区痛击日寇的不朽丰
碑。书中对当地风土人情的描写也脍
炙人口、引人入胜，衣食住行、吃喝拉撒
都表达得真实、贴切。在谈到他今后的
创作和生活时，张先生说：“我早已把自
己当作枣庄人了，今后要创作出更多反
映枣庄地区的作品。同时，我希望看过
我的作品的人们能够更加了解枣庄人
民的豪情与纯朴，从而像我一样喜欢上
这个地方。” （记者 李佼）

“我们小区里的绿化很不错，除
了花草之外，还有石榴树、梨树等，
虽然一些果树还没有成熟到结果
期，但是看着这些果树还是很舒服
的，可是最近一些果树树叶变得残
缺不全，仔细一看原来树叶都被虫
子给吃了。看着生虫的果树，真让
人心疼。”近日，家住市中区光明路
立交桥附近一小区的居民说。

而存在上述情况的小区不止这
一个。在光明东路的某小区里，一
位业主反映，“小区里有个小果园，
种着十几棵果树，果园里有小亭子，
有座椅，夏天傍晚坐在果园的亭子
里乘凉，别提有多惬意了。可是这
些果树却被虫子给占领了，一些树
叶被虫子吃得只剩下了一个轮廓，

看着这样的果树在果园里乘凉，惬
意已经不再，还唯恐虫子往身上
落。”

“现在就怕虫子会影响到果树
的成长，每次带着孩子经过这里，还
恐怕虫子会落到孩子身上，所以希
望物业能够想办法把果树上的虫子
给消灭掉。当小区里有业主提出这
样的建议时，却遭到一些业主的反
对，“果树上的虫子应该没有大影
响，但是一旦物业打药消灭虫子，在
药效期内，如果有孩子在果树前玩
耍摘了没熟的果子吃了怎么办，影
响到孩子的健康那就得不偿失了。
再说了，现在雨水天气较多，打药未
必能够取得理想效果。”小区里一些
居民反对道。

当提到打药有可能影响到小区
孩子身体健康时，大多数居民都默
不作声了，毕竟孩子的身体健康是
第一位的。记者在采访时，针对小
区果树除虫的问题居民们仍然是各
执一词，没有协调一致。

（记者 李帅）

12日，几名志愿者在滕州市东兴小区为居民免费清洗电烤箱。这支志

愿者服务队先后到滕州市的74个小区内，为60岁以上的居民免费清洗电

磁炉、饮水机，维修家电等。 （特约记者 侯志龙 摄）

喜欢枣庄文化 举家从济南迁枣

张玉军把对枣庄的爱写成书
家住新城区的张玉军是一名济南人，出于对枣庄

的喜爱，举家搬到了枣庄。不仅如此，擅长文学写作
的他，还把对枣庄的喜爱凝结成文字，创作出版了长
篇小说《抱犊崮》。

小区果树生虫部分业主反对打药
碰上这事你说该咋办

丈夫修鞋 妻子缝纫

夫妻缝鞋匠
一干三十年

在滕州市东戈镇十里八乡都知道
有一对夫妇修鞋补衣服，人称“夫妻缝
鞋匠”。丈夫叫张显振，今年七十岁，
妻子叫任春珍，今年五十六岁，夫妻俩
现住在东戈镇前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