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不少年轻夫妇在今年准备升级做爸
妈，生一个有福气的“马宝宝”。现如今
这批“马宝宝”集体亮相，因此不少市民
也多次品尝了红鸡蛋的味道。家住新城
区四季菁华社区的张女士家中在一周之
内收到了三份红鸡蛋，在女儿的建议下，
张女士把这些家人吃腻了的红鸡蛋加工
成卤蛋，“负担”摇身一变成了美味。

近一周以来，张女士身边的亲友中
有两个家里新添了宝宝，张女士收到了
两份红鸡蛋，张女士女儿的同事升级做
妈妈，因为没时间去喝喜酒，也收到了一
份红鸡蛋。但是这些红鸡蛋中除了一些
生鸡蛋以外，还有不少是已经煮过并且
做上红色记号的熟鸡蛋，不能久存，而且
张女士和老伴儿血压都有些高，每天也
不敢吃太多的鸡蛋，因此面对这剩下的
十几颗熟红鸡蛋，让张女士犯了愁。

张女士的女儿也吃腻了没有味道的
熟鸡蛋，因此在网上找到了做卤蛋的教
程，提议张女士把剩下的红鸡蛋做成既
容易保存、又美味的卤蛋。根据网上的
教程，张女士先把鸡蛋全部去壳，然后放
到加了水、啤酒、冰糖、盐、酱油和花椒的
料汤里煮，水开后再改小火煮上半个小
时，这时，鸡蛋已经有了卤蛋的模样，虽
然味道还不够浓郁，但是张女士和女儿
经受不住煮卤蛋时的香味，迫不及待地

尝了卤蛋的味道，果然比超市里出售的
真空包装的好吃。

按照教程的规定，煮过的卤蛋要连
同料汤，一起放在冰箱冷藏一个晚上，第
二天吃味道更好，而且由于料汤里有盐，
卤过的得鸡蛋放在冰箱里三五天都不会

变质。普通的红鸡蛋，摇身一变成了美
味的卤蛋，张女士再也不用担心红鸡蛋
吃不完了。由于家里人都喜欢吃这种美
味健康的卤蛋，张女士决定以后也经常
在家煮一些鸡蛋，做成卤蛋。

（记者 杨舒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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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住市中区文汇嘉园小区的刘女
士最近就遇到了这样一件事儿，养了
快3年的乌龟死了。小乌龟是儿子毛
毛的好朋友，毛毛如果知道小乌龟死
了一定会非常伤心的，要怎么告诉毛
毛呢？家里的大人意见不一，但最好
的方法还是要孩子学会面对。姥姥想
偷偷将乌龟扔掉，再买一个新的换
上。刘女士却有不同的看法，她认为
应该把真相告诉毛毛，教毛毛学会面
对好朋友的离开。

这只小乌龟是毛毛在上学前班的
时候，姥姥在学校门口给他买的，毛毛
非常喜欢它，每次家里来客人，他都给
人家介绍：“这是我的小伙伴，它叫小
绿毛。”尤其是有小朋友来家里，他们
一起玩得非常高兴，毛毛特别喜欢炫
耀，人家说小乌龟不好养容易死，而他
的这只小乌龟已经养了两年多，还长
大了。

前几天，刘女士早上起床发现小
乌龟死了，“养了快 3年了，突然间就
死了，这对毛毛来说是个打击，该怎么
告诉毛毛呢？”刘女士和母亲商量着。
母亲跟刘女士说：“偷偷扔了吧，不然
孩子看见会伤心。等毛毛去上学我再
去买一只回来，毛毛就不知道了。”刘
女士不太同意母亲的做法，她觉得应
该让孩子知道这件事。

毛毛起床后，刘女士告诉了他这
个消息，毛毛大哭了起来，“以后就没
有小绿毛陪我玩儿了，我会很孤独。”

“乌龟有寿命，它毕竟给我们留下了很
多美好回忆啊。”毛毛听到这句话后更
难过了。“毛毛，我们把它埋在花园里
吧。”刘女士只能想办法分散毛毛的注
意力。“小乌龟埋在土里，小虫子会帮
忙分解它的尸体，让它变成养料，这样
小虫子和植物都能获取营养。”平时喜
欢科普的毛毛好像听懂了妈妈的话，

刘女士开始引导，“每个人，每个小动
物到我们生命里来都是有原因的，小
乌龟来到我们身边给我们带来了欢
乐，现在它走了，让我们知道了什么是
死亡，同时也是考验我们有没有变勇
敢，变坚强。毛毛是坚强的孩子，对
吧？”脸上还挂着泪珠的毛毛听着妈妈
的话，一边听一边点头。

（记者 张琛）

近日，“文艺大篷车”开到了文化路街道龙头社区中兴花园，精彩的节目
丰富了小区居民精神文化生活的同时，也受到了居民的热烈欢迎。

（记者 刘一单 摄）

宠物龟死了 孩子伤心难过

妈妈“生死教育”让儿子坚强

“马宝宝”扎堆生“红鸡蛋”吃不完

加工成卤蛋 摇身变美味

多年泥泞道难行

如今修成水泥路
日前，薛城区东巨山村四名村民带着锦旗来

到了薛城区巨山街道，代表全体村民特地感谢街
道办事处为老百姓解决了吃水、出行等难题，表达
心中的感恩之情。

13日早上，巨山街道东巨山77岁的村民王荣
爱老人，向记者描述了村里翻天覆地的变化。王
荣爱老人说：“我们村里以前没有水泥路，村里唯
一的一条小路还坑坑洼洼的，每次下雨的时候，地
上更是泥泞。现在水泥路面都铺到了家门口，别
提多方便了。”

据了解，东巨山村里的主路还是 1997 年修
的，由于路面多年失修，晴天尘土飞扬，雨天泥水
四溅。不仅道路年久失修，路面的照明情况也不
尽人意。“以前天一擦黑，大家伙儿就都回家了，晚
上很少出门。现在呢，街道出钱给我们修了路，马
路修的笔直，晚上路灯一开，忒好了！俗话说得
好，要致富先修路，现在路修好了，我们就能安心
的致富养家了。”一村民表达了他对修路的看法。

由于地理位置较偏僻，生活环境不佳，东巨山
村一直是较薄弱村，全村1100余人吃水只靠村内
仅有的一口机井，遇到干旱天气吃水成了大难题，
与公路连接的都是坑洼不平的机耕路，村民一直
盼望着把水泥路通到家门口。巨山街道为此先后
筹资 76万余元，对村内原有机井进行了修缮，又
勘探选址新挖一口机井并铺设了管道，解决了
150余户村民的吃水难题，新硬化村内道路 2100
余米，新安装路灯 30余盏，彻底改善了村民出行
条件，极大方便了群众的生产生活。

（记者 刘一单）

“哆、唻、咪、发、嗦、啦、唏……”在滕州市汇龙
四季花园小区，孩子们跟着节奏，将笛子放在嘴
边，在老师的指导下吹奏出美妙的曲子。原来，这
是该小区的64岁居民颜景震义务教导8名孩子吹
笛子。

这天，家住汇龙四季花园小区的颜老师正指
导孩子们练习吹奏笛子。在颜老师细心的指导
下，笛声时而高亢激昂，时而欢快有趣，音节就如
潺潺流水般绵绵不绝。“嘴唇对准吹孔正中，口风
要小，手指把孔压低，吹出的声音才能亮……”颜
老师对其中一位吹笛子的孩子说。

颜景震非常喜欢吹笛子，没事就吹上一曲，很
多学生闻“声”而来。2006年，颜景震从滕州市柳
琴剧团内退后，看到小区内很多孩子喜欢乐器，有
些培训班的费用太贵，一般的家庭难以承受。为
此，他便萌生了教孩子吹笛子的想法。

“我在剧团上班的时候，平常就有不少学生慕
名前来，我也只是指导一下。退休后闲暇时刻，我
就办了一个小的培训班，教导学生吹笛。”颜景震
说，2008年的时候，颜景震教了一位让他印象深
刻的学生，“他叫李力，当时跟着我学习了半年多
了，年底的时候他过来给我送学费。我看到孩子
穿着黑棉袄，外面裹了个不合身的大西装，我便一
阵心酸。一直教到孩子考上山艺，我没有收取任
何费用。”

不止是滕州的学生，2009年，一位从徐州慕
名前来的学生至今仍让颜景震印象深刻。“来的是
两位陌生的家长，说是专门从徐州赶过来的。”颜
景震说。原来这两位家长其中一位是列车员，他
们的女儿龚思炎一直在学习笛子，偶然机会在火
车上看到一位学生背着笛子包，盼女成材的龚父
便让这位学生吹奏了一段，并为之惊叹。打听到
学生的老师是颜景震之后，夫妻俩便带着女儿慕
名前来。“我被他们的痴心所打动，便免费教了这
个小女孩，她每周从徐州至少来一次，这一学就是
5年。去年考取了天津音乐学院。”

“之所以免费教这些孩子，是因为他们的家庭
条件不是很好，但他们在乐器上有独特的天赋，不
忍心让他们的天赋浪费，也想让他们能有机会改
变自己的命运；看到孩子的坚持，我非常感动。”颜
景震欣慰地说，“教了这么多年学生，笛子也吹了
这么多年，我已经把它当成我的事业了。”

（特约记者 王雪纯）

剧团退休 义务教笛
颜老师教导多人考出好成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