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家住市中区花园小区的孟女士接到
取快递的电话，可是她觉得有些莫名其妙，她已
经有一个多月没有在网上买过东西了。孟女士
取回了包裹，看到回执单上填写的名字、电话的
信息并没有差错，尽管带着满腹疑问，孟女士还
是把东西拿回了家。

孟女士回家后打开了快递包裹，看到是一
双漂亮的雪地棉鞋，试了试正合脚，这双雪地鞋
不仅漂亮，而且还可以充电保温。“这会是谁买
的呢？”左思右想也没有“怀疑”的对象，接下来
几天，这件事一直在困扰着孟女士。

最近，孟女士的父亲打来电话询问鞋子收
到没有，孟女士这才恍然大悟，可是已经 76岁
的父亲是什么时候学会了网购？孟女士决定回
父母家“一探究竟”，一进门就看到父亲端坐在
电脑前，浏览信息。“快来帮我选选，你妈穿哪个
颜色的衣服好看。”孟女士还未坐定，就被父亲
叫到了电脑旁。“你不是说我学上网有些难吗？
我看也非常简单啊，只要我肯学就没有学不会
的，当初让你教我学上网，你是百般推托不情
愿，看看现在我不仅学会了上网，还学会了买东
西。”听着父亲的话，孟女士心里很惭愧。

说起最初学上网的初衷，孟老先生表示，自
己只是想给闺女买双鞋。“闺女是网购的‘资深
达人’，有事没事就喜欢去淘宝转转，以前我要
是想买个什么东西，都是闺女帮着在网上购买，
看着女儿轻松的点几下键盘就能买东西我很好
奇，就想让闺女教教我，谁知这丫头教了我没有
一个星期，我连拼音都没学会，她就失去了耐
心，再也不教我了，有时候看着闺女这么轻松地
上网、购物我就眼馋，于是下定决心要学会上
网，女儿不教我，我就找来孙子、外孙女当‘老
师’，这些上初中的孩子教起来有模有样，经过
近四个月的努力我终于学会了拼音，后来，女儿
再上网购物，我就好奇地站在一旁看她是如何
操作的，这一来二去，我就把网购这一招‘偷学’
到手了，并让‘小老师们’给我注册QQ、淘宝等，
通过一段时间的学习我不仅学会了上网还拉近
了我们祖孙之间的感情，几乎每天都要和几个
孩子在网上聊会儿。”现在的孟老先生，上网、网
购、游戏都会，成了老年人里的“潮人”。

（记者 张莉萍）

为给闺女买双鞋

七旬老人学网购

近日，市中区光兴里小区的单元楼道的墙壁上，被各种小广告覆盖，影
响环境卫生，居民意见大。

（记者 孙明春 摄）

“最近小区的垃圾池里是空的，可是垃圾池
外却堆满了垃圾，明明近在咫尺了，为什么不能
多走几步路，把垃圾扔进垃圾池里呢？垃圾堆
在垃圾池外，既影响了小区的整体环境，也不利
于小区居民的身体健康。”近日，家住市中区广
场组团的赵先生说。

12月3日，记者来到了广场组团，刚进入小
区大门，就看到距离大门较近的一个垃圾池外
全是垃圾，走近看到垃圾池里只有少许的垃圾，
不及池外垃圾的三分之一。再往里一段可以看
到另外一个垃圾池，情况与刚进门的垃圾池大
同小异。记者观察到，两个垃圾池上都写着垃
圾入池，可是还是看到一袋袋生活垃圾堆在池
外。

“其实把垃圾扔在池里是举手之劳的事情，
可是很多居民却是顺手一扔，不管垃圾是否入
池。小区环境是我们大家的，都把垃圾扔到池
子里去，既方便环卫工人打扫，也使得小区看起
来整洁。”小区居民赵先生说道。

“池外的垃圾是很多居民骑着车子路过垃
圾池旁时顺手一扔，扔在了外面，所以希望这些
小区居民扔垃圾时把垃圾扔到池内再离开。毕
竟小区的环境是大家的，需要大家的共同爱
护。”另一位居民说道。 （记者 李帅）

池内空空 池外遍地
居民：垃圾随手扔大家遭殃

张先生的父亲今年 71岁，多年来
一直独居，近几年，为了方便照顾老
人，张先生特意在自家小区内购买了
一处二手房，让父亲住。供暖之前张
先生已经为父亲缴纳了暖气费，看着
年迈的父亲住在舒服温暖的暖气房
里，张先生也很放心。张先生的岳父
今年 76岁，多年来也是自己独自住在
城郊一处没有暖气的房子里，平日里
取暖只能依靠传统的煤炉。

现在天气越来越冷，张先生岳父
的老寒腿也越来越严重，由于近几日
气温骤降，岳父又患上了感冒，担心老
人自己烧炉子不安全，也为了让岳父
享受和自己父亲一样的待遇，张先生

和妻子商量把岳父也接到自己给父亲
购买的暖气房里。两位老人年纪相仿
如果住在一起，可以相互有个照应，子
女们更放心，而且两位老人和自己住
在一个小区里，平日里也方便照顾。

张先生首先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
父亲，张先生的父亲明显表现出了不
高兴，但是在张先生的劝说下，虽然没
有同意，但也不再拒绝。看到自己的
父亲不再拒绝，张先生和妻子又把他
们的决定告诉了岳父，没想到岳父却
坚决不同意。他表示多年来自己一个
人独居习惯了，不想到陌生的环境里
生活，更不喜欢和别人一起住。任凭
张先生怎样劝说，岳父始终不同意。

张先生的妻子知道两位亲家虽然认识
几十年，但没见过几次，并不熟悉，而
且两位老人年纪大，脾气都有些古怪，
肯定不愿意住在一起，只好顺从了父
亲的意思。

看着岳父宁愿自己一个人住在没
有暖气的旧房子里，也不愿意和亲家
住在一起，张先生有些不解：那些养老
院里的陌生老人都能住在一起和平相
处，这亲家为什么不能住在一起呢？
虽然不解，但张先生也只能尊重老人
的意愿，并嘱咐妻子给岳父再买些保
暖的衣服送去。 （记者 杨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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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岁的文庆珍老人是一位退休矿
工，年轻时就喜欢舞文弄墨，经常参加各
种文体活动，并有文学作品在各大报刊
发表，在枣庄煤矿系统有着较高的知名
度。老人下过井，做过编辑、干过后勤，
退休后，写作、集邮、体育锻炼的爱好一
直没有间断。他和老伙计们一起玩抖空
竹，编写诗集，举办集邮展，研究枣庄的
文史，并于几年前出版了自己的文集《夕
拾》等。文庆珍创作的《〈金瓶梅〉中民俗
与方言小考》等还参加了山东省及国际
《金瓶梅》学术研讨会，得到与会专家的
高度评价。另外他对泗滨编磬这一古老
的乐器进行研究，搜集整理了大量的编
磬诗词，引起学术界的关注。

今年十月份，海峡两岸邮学研讨会

在峄城区举行，来自海峡两岸的近百位
集邮家及爱好者，共同研讨发生在枣庄
的“民国第一案”中使用的抱犊崮邮票的
来龙去脉。文庆珍老人为此专门撰写了
《“孙美瑶事件”中的抱犊崮邮票》一文，
在研讨会上进行宣读。文庆珍的文章引
起了93岁的台湾中华邮票研究会会长、
海峡两岸邮史研究会会长俞兆年先生的
关注，认为该文是研讨会上一篇极有分
量的文章。

在随后的几天里，两人相互交流，从
集邮到养生，从国学到锻炼身体，从两岸
文化的差异，到彼此生活习惯的不同，聊
的不亦乐乎。在临别的酒会上，俞兆年
专门将文庆珍拉到身边，端起酒杯说，要
敬一下小他十岁的“小老弟”。两人互留

了地址、电话，文庆珍还送了一册他的文
集《夕拾》给俞兆年。俞兆年一再邀请文
庆珍，一定要趁着现在身体好，到宝岛台
湾旅游、交流。

前几日，文庆珍老人收到了俞兆年
先生的来信，信中俞兆年先生再次邀请
文庆珍赴台交流，并附了自己的一幅书
法作品，内容竟是用隶书一丝不苟抄写
的文庆珍的七言绝句《喜雨》，令文庆珍
很是感动。文庆珍老人随即给俞兆年先
生寄去了多年前台儿庄发行的第一枚首
日封，以及自己撰写的数篇文章，并邀请
俞兆年先生再来游台儿庄，爬抱犊崮。

（记者 孔浩）

邮票“牵线”两岸老人结谊
两位老伙计书信往来互相勉励

近日，台湾集邮家俞兆年老人，给家住立新小区的文庆珍
老人寄来了亲笔书写的书法作品，并盛情邀请文庆珍前往台
湾交流、旅游。两位老人因为集邮结下了深厚友谊。

最近天气越来越冷，家住薛城区的张先生想让岳父和自己
的父亲同住，共享暖气，却遭到了岳父的拒绝。张先生无奈地
表示：亲家为什么不能像一家人一样住在一起呢？

“岳父、父亲大人一起住暖气房吧”

老人不愿同住 子女孝心遭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