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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婚燕尔，不少小夫妻都搬离父母家，希望在
自己的小家中享受一下二人世界。然而，家住市
中区苹果花园的王先生在结婚一个月后，只在自
己家住了两个晚上，就坚决地回到父母家中。究
其原因，王先生说因为他们小夫妻二人都不会做
饭，自己住了两天就饿了两天肚子，只能回家继续

“啃老”。
王先生于今年10月中旬结婚，结婚后在父母

家住了两天之后，两个人就飞去了海南度蜜月。
在海南半个月的生活经历，让两个人都觉得还是
自己出来住比较方便。“在海南我们是从网上租的
短租房，一室一厅，起居室、洗手间、厨房都有，跟
一个小家一样。我们俩觉得刚结婚就应该出来
住，享受一下二人世界，以后有孩子了，也享受不
到了。而且，自己住也没有人天天在耳边念叨，卫
生打扫不及时也没关系。”王先生说。

回到家以后，二人和父母商量了一下，就搬到
了他们的小家中，哪知搬去住的第二天早晨，两个
人就没有吃上早饭，都饿着肚子去上了班。原来，
王先生夫妻二人都不会做饭，自从房子装修好之
后，厨房还一次都没有用过。二人一商量，当天晚
上就回到了父母家中。

“在爸妈家住的那段时间，天天早晨我妈要么
买好早饭，要么就做好早饭等着了。我们俩也去
厨房观摩了，想跟我妈学两招，但是不是起得太
晚，就是被我妈赶出厨房，观摩的效果几乎为零。”
王先生有些无奈地说。

王先生听家里的老人说，刚结婚的新房不能
总空着，要住人才好。两个人想着，已经在家看母
亲做饭做了那么多次，应该也看得差不多了，于是
两个人又拎着包回了自己家。“这第二天早晨没起
晚，我们俩都早早地起床想着互相帮着做顿早
饭。”他们原本计划的早饭很简单，就是一人一个
荷包蛋，再来些煎馒头片，本来以为很容易的事，
厨房却差点让他们点着了。

“刚开始忘了开油烟机，满屋子的油烟味儿。
煎馒头片的时候，也不知道是油放少了还是怎么
的，都糊了，不能吃了，油星儿还溅到了手上。”王
先生说。最后，两个人的早饭又没有吃成，只好灰
头土脸地回到父母家。

“我们俩原来幻想的二人世界特别好，天天一
起做饭、吃饭、打扫卫生。但是真生活起来就不是
那么回事了，什么都不会干。我们在海南能过得
那么滋润，是因为我们俩全吃的现成的。”王先生
说，在自己家住的这两天也让他体会到了父母的
不容易，每天要早起把饭帮他们准备好。“我们俩
尽快学，就算不为自己出去住，也为了爸妈能早点
吃上我们为他们做的饭。”王先生说。

（记者 孙雪）

新婚夫妻不会做饭
无奈回家继续啃老

家住薛城区西苑社区的老李原本是四
川人，四十多年前来到枣庄工作生活。长年
的异乡生活也没能让老李忘不掉那一口浓
重的乡音，同样也改掉年少时学习的木匠手
艺活。

退休后的老李没事的时候就爱在自己
的改造的“工作室”里做些马扎、折叠椅等木
匠活，而且老李亲手做的小马扎和折叠椅外
形美观，经久耐用，深受家人和朋友们的喜
欢。

老李今年 60岁，17岁的时候在四川为
了生计，跟村里人学习木匠手艺。做木匠学
徒的那一年，年少的老李跟着师傅东奔西走
出苦力，但并没有真正的学到“本事”，只会
做一些些简单的小物件。18岁的时候老李
参军来到了枣庄，退伍后便留在了枣庄工
作，娶妻生子，从参加工作到退休，老李已经
在枣庄生活了四十多年。

退休后，老李并不像多数四川人一样迷
恋于牌场和麻将场，而是重操旧业，做起了
业余木匠。最初的时候老李也就是修理一
下自己家的马扎和板凳，小区其他邻居知道
老李会修马扎也会拎着坏的马扎找他修，再
后来谁家门窗年久变形或者想做点书架等
小家具也会来找老李，老李也不嫌烦、不嫌
累，热情地帮邻居们忙活。渐渐地做木匠活
的工具越来越多，老李索性把自家仅四平方
米的储藏室改造成了一个工作室，专门做些
马扎、折叠椅等小物件。

每天只要有空，老李就会端着茶杯，来
到自己的工作室，这一坐就是大半天。工作
室里的木匠工具都是最简单的锯条、锤子、
砂纸等，一些小到只能做马扎的木料都是老
李平日到农村、看谁家盖房子找来的下脚
料，做马扎中间用到的铁轴是老李在废品回
收站里仔细淘、再花“高价”买回来的，这些
别人眼中的废料在老李的眼中全部都是宝
贝，因为这些材料在老李的一番努力下就能
变成马扎或者折叠椅。

为了让这些马扎和折叠椅更美观更实
用，老李总是极其耐心的选料、制作，制作好
以后为了让它们更美观他还会用砂纸把它
们的每一个细节部位都打磨得平整光滑，连
中间的铁轴老李也不会放过，常常一个马扎
老李要打磨上半天时间，枯燥简单的打磨动
作在老李心中也是乐趣无穷的。

退休的这几年，老李记不清经自己的手
修了多少个马扎、做了多少把折叠椅，做好
的这些马扎和折叠椅都被他送给了家人、邻
居，邻居凑在一起打牌，马扎不够也会跑到
他的工作室里来拿。

“我退休了也没啥事做，我做了这么多
椅子，自己也用不了，谁想要就送给谁，就是
现在农村盖房子的少了，这些木料太难找
了，等做完这四把椅子就没剩下多少料了，
只能等明年春天，暖和了出去找到料再接着
做了。”老李边低头干活边说。

（记者 杨舒）

李先生是位摄影爱好者，进入秋季
以后，李先生在网络摄影论坛里欣赏到
了很多摄影爱好者拍摄的关于黄叶的美
景，询问以后才知道拍摄地点大都是临
沂地区的银杏林。因此李先生也一直打
算也抽出时间，带着家人一起到银杏林
里去看一看，拍些照片，但是因为工作性
质的关系，很少周末休息，而平日里休息
的时候妻子和正在上幼儿园的儿子刚好
要工作或上学，因此眼看着欣赏黄叶的
季节就要结束，李先生也有些遗憾。

前不久，李先生从朋友口中得知薛
城区森林环城绿道有一片杨树林，叶子
已经变黄，景色也很好，于是终于在本周

末，李先生终于抽出一下午的时间，开车
带着妻子和儿子来到了那里。进入绿道
后，就能看到一片片黄绿相间的树林，紧
接着，一整片金黄色映入眼帘，不用指示
牌的引导，李先生一下子就找到了这片
满是黄叶的杨树林。看到如此的美景李
先生和家人赶紧下车欣赏、拍照。虽然
周六的下午天气并不算晴朗，看不到蓝
天、白云、黄叶交织的极致美景，但是这
满眼的金黄色还是让李先生和家人沉醉
其中。欣赏、拍摄了一会儿以后，李先生
也感到有些奇怪：“如此美景，为什么来
此游玩的市民却不多。”于是李先生向一
位杨树林的护林员询问。护林员告诉

他，夏天和初秋的时候，来绿道游玩、烧
烤的人很多，但是天冷了以后，人就越来
越少了，而且知道这里有黄树叶的市民
并不多，因此显得有些冷清。

在黄色的小树林里玩了半个多小
时，李先生才和家人离开。回到家后，李
先生赶紧把自己拍摄的黄叶照片发到了
微信朋友圈里，没想到半个小时之内，竟
有20多个同事和朋友询问这片金色杨树
林的位置，李先生不厌其烦地一遍遍告
诉朋友杨树林的具体位置和行走路线，
因为随着天气变得越来越冷，黄叶美景
很快就要消失，他不想如此让人沉醉的
美景无人欣赏。 （记者 杨舒 文/图）

拍照发到朋友圈 黄叶美景共欣赏

薛城区森林环城绿道真迷人

年少学来手艺 退休才得施展

闲不住的老李爱做木匠活

满树金黄的树叶总会给沉闷的秋冬季节增添一抹亮丽的色彩。不少喜欢欣

赏秋冬美景的本地市民选择去临沂等周边地区，但是家住高新区东山华府社区的

李先生因为工作忙，不能抽出时间去外地，最后在朋友的推荐下，开车来到长白山

路，根据指示牌进入薛城区森林环城绿道凤凰绿道段，欣赏到了美丽的黄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