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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拉面馆吃拉面吃出锈迹斑斑的钢丝，老板不
但不道歉赔偿，态度更是让顾客无法接受！”近日市
民李女士在振兴路儿童乐园接孩子下课，孩子吵着
要吃拉面。李女士便带着孩子在振兴南路一家面馆
吃面。李女士当时点了两份拉面，当服务员将拉面
送到李女士跟前时，她没发现任何异常。当李女士
吃到一半时，感觉嘴里有个扎嘴的东西，她吐出来一
看，竟然在拉面里吃出了一根锈迹斑斑的钢丝，呈弯
曲状，该钢丝大约有3公分长，直径约0.2公分。

随后李女士将服务员叫了过来，服务员见此情
况后不知该怎么处理，便告知了在一旁吃饭的老
板。这位老板一边吃饭一边笑着说：“怎么我碗里没
有，要是在我碗里就好了！”既没有起身向李女士说
明情况，也没有向李女士道歉，当李女士问及钢丝是
怎么来的时，老板一边吃饭一边含含糊糊的说了句

“可能是用来绑东西的钢丝，由于时间长了断了下
来，掉到锅里的！”

李女士看到老板不当回事，就赶紧检查 6岁儿
子碗里的拉面，害怕孩子的碗里也有钢丝，幸好在儿
子碗里没检查出来。李女士不让儿子再继续吃了，
小孩感觉很饿，就是不听李女士的，等儿子吃完后李
女士去付钱，老板让她付两碗的钱，李女士不乐意，
与老板理论：“我只吃到一半就吃出钢丝，你也没给
我换一碗，怎么还收钱？”老板说：“把钢丝拿出来一
样吃！”李女士很无奈的付了两碗的钱。

老板没有赔礼道歉，也没有给李女士重新换一
碗拉面，反而正常收取了李女士的面钱。“我不在乎
这十块八块的，在拉面馆吃饭吃到钢丝，老板服务态
度还那么差。如果是不懂事的孩子,一不小心就有
可能将钢丝吃进肚子里，那后果将不堪设想，最后你
说是谁的责任。”李女士认为拉面馆老板处事过于轻
率，最起码给市民一个放心的饮食环境，因为食品安
全问题并不是小问题，如果不关注，将会出现更大问
题。对此，李女士疑惑：该面馆是不是经常发生类似
的事情？厨房的卫生是否合乎标准？

（记者 岳娜 实习生 陈君）

琴声虽然优美，可在不适当的时间弹奏也会扰
民。近日，家住市中区苹果花园的居民王女士说：

“她家楼上邻居早晚弹钢琴，影响她的生活。”
王女士说：“楼上邻居是租房户，每天孩子放学

回家后都弹钢琴，早晨六点多钟或在晚上十点多钟
钢琴声会准时响起，而在这个时间段正是大家休息
的时间，更严重影响了我的休息。”只要钢琴声响起，
整个楼栋住户都听得清清楚楚。为此，王女士十分
苦恼，上去阻止孩子弹琴吧，磨不开面子，听之任之
吧，自己还休息不好，无奈之下王女士不知如何是
好。

楼上邻居邓女士说她在别处有房子，是为了孩
子上学才在学校附近租房住，没想到会发生这样的
事。对于王女士的说法，邓女士很不理解，她认为孩
子只是弹弹钢琴，并影响不了其他人什么。

王女士说，“不能为了自己的孩子练琴，就不考
虑他人的感受，互相理解邻里才能和睦相处。”最终，
邓女士夫妻俩当即表示歉意，并保证以后会避开大
家休息时间。避免扰民的情况再次发生。大家互相
理解，邻里才能和睦相处。

（记者 王萍）

“师傅，看看俺的鞋还能
修不？”

“我瞅瞅，只要不是特别
难的问题，都能修理。”说着
就给顾客拿来一个马扎，“坐
下歇会儿，一会儿就好。”

说话的师傅就是宋思
合，一位极其普通的修鞋匠，
他身高只有1.3米，从事修鞋
工作已有20多年。

8月 18日，记者来到滕
州市龙泉苑小区南门宋思合
的修鞋摊，只见宋师傅正忙
着手中的活儿。见到记者到
来，宋师傅热情地说道：“来

来来，快坐吧，先等一下啊，
马上就修好！”宋师傅一边忙
着手中的活，一边和记者聊
着。

一架修鞋机，大大小小
的瓶子里装满了钉子、拉锁
头等，还有一只特制的小木
箱算是他的百宝箱了，都是
修鞋的专用工具，摊子的周
围放满了要修补的鞋。

宋思合是滕州市官桥镇
北韩村人，现年 44岁。从小
因为家里太穷，交不起学费，
小学五年级还没读完，就离
开学校。由于患有侏儒症，身

材矮小，他意识到根本不适
合重体力工作，从此便走上
了四海为家、到处找活干的
修鞋生涯。

刚开始太折磨人，早上
8点出摊晚上8点收摊，这中
间没有一个人来找他修鞋。
宋思合就主动和鞋摊边上的
人聊天，一来二去就熟识起
来，慢慢地有人开始光顾他
的小摊。那时，很多人还穿布
鞋，修鞋就是补上破洞，开了
胶的粘好。别家的鞋摊收两
块，他只收一块五，再加上手
艺好，来修鞋的人越来越多。

为了能多找点活干，宋
思合去过很多乡镇，餐风饮
露地吃了不少苦头。由于长
时间坐着干活，他患有严重
的腰椎间盘突出症，走路不
太方便。“因为身材矮小、走
路不便，刚开始找活的时候，
的确遇到不少难处。不过也
有不少热心人都来帮助我，
让我很感动。”宋思合感慨地
说。

1999年，宋思合在一位
好心人的帮助下终于在龙泉
苑小区租了间小平房，在小
区南门旁摆起了修鞋摊。这
就算稳定下来了，这让他有
了家的感觉。

由于宋思合比别人修得
好，又从不多收钱，不仅赢得
了信誉，生意也逐渐好起来。
有一次，有位王姓女顾客要
修补一双皮鞋，鞋子的后跟
掉了，里面的钢钉也断了，找
了好多家修鞋摊都说没法
修，最后找到宋思合。王女士
说这双鞋是结婚时买的，穿
了三年，舍不得丢，看能不能
修好。宋思合二话没说，经过
两个多小时终于把高跟皮鞋
修好了，而他只收了王女士
10元钱。“很多人对用过的
东西有特殊的感情，外人看
来很平常，但对他们来说却
很重要，所以在修补的时候
我都特别用心。”宋思合说。

由于身高的问题，至今
宋思合都是单身，还要照顾
身残的哥哥，日子过得十分
的艰难。不过，即便生活有诸
多不如意，他仍觉得很满足。

“现在我很知足，不仅能养活
自己，还能照顾哥哥。最主要
的是，还有那么多好心人都
来帮我。”宋思合说。

（特约记者 郭潇繁
王银 文/图）

早晨6点准时弹琴
“高雅”音乐也扰民

拉面里有钢丝

老板：拿出来照样吃

身患侏儒症 从小四海为家

修鞋匠手艺靓 赢得好信誉

8月20日晚，在台儿
庄区府前广场，演员们在
表演舞蹈《欢聚一堂》。
当日，该区“和平颂·中国
梦”2014 年群众性文艺
展演拉开序幕。本次展
演共分五场，全部由草根
演员自编自演。
（特约记者 张严新 摄）

夏季备受市民喜爱的
西瓜已经进入尾季，而葡
萄、枣子、石榴等水果陆续
上市，市民又可以大饱口福
了。21日，记者走访市区果
品批发市场发现，虽然本地

“早季石榴”抢鲜上市，不过
数量并不多，目前市场上的
石榴以云南、四川的居多，
其零售价格普遍在 5.5 元/
斤，卖相差的在4.5元/斤。

家住市中区开元花园
的孙先生想去外地走亲戚，
可是带点什么好呢？面对市
场上琳琅满目的各色礼品，
孙先生一时没了主意，经过
再三考虑，孙先生决定带些
枣庄本地石榴，既实惠又不
失体面，想到这儿，孙先生
决定到果品市场上转转，可
这一圈转下来他发现，不少
水果摊都打出了“批发石
榴”的招牌，市场上的石榴
已经占据水果市场的半壁
江山。经询问得知，不少商
贩所售的石榴都是云南、四

川产的，而本地石榴，虽然
已经开始在市场上“露脸”，
但因为成熟率低、口感酸
涩，成交率低而被商家“舍
弃”，对于想要吃本地石榴
的市民则还需再等上一个
月，预计九月上旬本地石榴
才能大量上市。另外，据该
市场一位多年从事水果批
发市场的店主告诉记者，目
前，市场上卖的石榴基本上
都是从外地拉来的，本地石
榴寥寥无几，不仅量少，在
口感和价格上也不占什么
优势，所以几乎没有什么市
场。

21日一早，记者在果品
批发市场看到，尽管市场上
的水果品种丰富，但黄里透
红的石榴俨然成了店家的

“招牌”，几乎每家店铺外都
能看到被商家码放得整整
齐齐笑开了口的石榴。随
后，记者仔细观察这些石榴
发现，虽然这些石榴个头
大，外皮呈现出部分橙黄的

颜色，但仍有部分绿色尚未
褪尽，口感上也稍有涩味。

“进来看看，都是刚进来的
新鲜石榴，便宜。”还没等记
者站住脚，店家就急忙招呼
记者进店，店家要价 5.5元
一斤，经过记者的一番讨价
还价，最终以 5元一斤的价
格成交了，“虽然本地石榴
还没入市，但眼下这市场上
的石榴已经成规模了，当地
人都知道本地石榴还没上
市，不会购买，倒是一些外
出的市民很乐意购买，装上
盒子当成本地的石榴送人，
再说，这石榴装上箱，打上

‘枣庄特产’的招牌，就是本
地人都很难分辨更何况是
外地人，不过，如果有人问
起石榴的产地，我们还是会
主动告诉顾客石榴的真实
产地。”

随后，记者走访了市区
部分超市发现，超市里的石
榴比果品批发市场上的石
榴贵出不少，而占据超市主

角的仍然是外地石榴。“现
在基本上都是外地的石榴，
比起桃子、苹果、葡萄的销
量，石榴并不占优势，不少
市民觉得还不到吃石榴的
时候，所以超市里并不靠石
榴走量，根据往年的经验，
一般中秋节前一周石榴才
会正式走量。”解放路一家
超市的工作人员表示：“至
于今年石榴的价格，还不好
预测，不过从目前来看，石
榴的价格较去年同期还算
稳定，如果没有什么特殊情
况发生，今年石榴的价格不
会出现大的起伏。”记者在
走访中发现，眼下，也有少
数走街串巷的小贩在售卖
石榴，这些商贩与果品市场
的摊主不同，为了迎合市民
的需求，部分商贩打着“本
地”的旗号来售卖，不过也
有店家指出所谓的“本地石
榴”不过是个噱头而已。

（记者 张莉萍）

本地石榴成熟晚 口感稍显酸涩

商家拿外地货顶包

草根演员
演出也精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