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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女士今年 35岁，平日里除了工
作，还要照顾丈夫和儿子的日常生
活。每天的一日三餐总让杜女士忙得

“焦头烂额”。前不久杜女士看到自己
朋友圈里有朋友可以代购日本的焖烧
杯，朋友介绍：一个小小的杯子就可以
不用明火，方便轻松地做出美食。但
是三百多元的价格也让杜女士“望而
却步”。焖烧杯太贵，家里的保温杯便
宜是不是一样也能做出美食呢？

杜女士首先拿家里的鸡蛋做了实
验：把鸡蛋洗干净放进保温杯，然后往
杯子里注入开水，然后盖上盖子，一个
多小时以后，杯子里的鸡蛋竟然真的
熟了，而且由于保温杯的保温效果不
错，水温一直保持在很热的温度，但温
度不会继续升高，因此鸡蛋虽然熟了，
但并没有被煮“老”，反而特别的嫩。
第一个试验品，杜女士还没来得及品

尝，就被儿子几口吞下，杜女士的儿子
还称赞这种鸡蛋比平时吃的水煮蛋更
香。有了第一次的成功实验，杜女士
又尝试用保温杯做粥，结果效果都非
常好。

后来杜女士又买了两只大些的保
温杯，晚上临睡觉前，杜女士把鸡蛋放
入保温杯，注入开水，盖上盖子，然后
又把米洗干净放入另一只保温杯中，
注入开水以后再把开水倒出来，然后
再注入开水，最后盖上盖子，第二天早
上温热的米粥、鸡蛋，配上面包就可以
直接端上餐桌了。有了保温杯，杜女
士再也不用担心冬日早上煤气不足，
手忙脚乱的制作早饭了。

中午吃完饭以后，杜女士还会再
淘洗一些杂粮，用同样的方法，制作八
宝粥。虽然杂粮中的豇豆、红豆需要
煮很长时间才能熟，但是因为在保温

杯里焖了一下午，已经熟的差不多了，
晚上吃饭的时候再倒进锅里、加些开
水煮一煮，几分钟后，全家就能喝到新
鲜软绵的八宝粥了。

“以前我妈都是烧一壶开水，用暖
水瓶泡发海参，她嫌浪费开水，每次都
泡发好多海参，一次吃不完，海参就不
新鲜了，现在用保温杯，一次泡发两三
根，随时都可以吃到新鲜的海参。”不
仅自己制作美食，杜女士还用保温杯
帮自己的妈妈泡发了海参，效果也非
常好。

“以前我都得提前起床，给家人做
早饭，现在有了保温杯真的很方便，不
仅省时、省力，还省煤气呢，那个日本
的焖烧杯还能做菜，我打算再实验一
下，争取我也能用保温杯做菜。”杜女
士说。

（记者 杨舒）

上个月“双十一”那天，家住新城区颐嘉园
小区的杨女士从网上购买了不少儿童电源安全
锁，将家里所有裸露的、不用的电源全部用安全
锁扣了起来，杨女士之所以这么做，是由于和同
事之间的一次闲聊。

前不久，杨女士和同事一起吃饭时，聊起了
各自的宝宝，一位吴姓同事就给她们讲起了发
生在自己小外甥身上的一件事情。一天，小吴
的姐姐和妈妈正在卧室聊天，小吴三岁大的外
甥自己一个人在客厅玩耍，突然，小吴的姐姐和
妈妈听到小外甥一声尖叫，二人赶忙冲到客厅，
看到小外甥一个人傻愣愣地站在一个电源插座
旁边，小吴的姐姐忙问，发生了什么事情。

因为外甥还小，所以就连说加比划地向自
己的妈妈讲述了事情的经过。小外甥拿起手里
的一串钥匙，说，“我拿着这个，放到这里面。”说
着他用手指了指电源插座，“然后我就”，接着小
外甥做出了一个抽搐的动作。小吴说，“姐姐当
时看小外甥模仿触电的动作，忍不住笑了起来，
可是事后想想，真是太危险了，那么小的孩子根
本就不懂什么叫危险，大人只能小心再小心，帮
他排除安全隐患。”

杨女士说，之前她还一直在怀疑电源安全
锁的实用性，毕竟很少有孩子主动用手去抠插
座，即使抠插座，手指也不一定能插进去，但是
后来听了小吴的故事，她特意去网上搜索了一
下才知道，儿童触电的现象时有发生，经常有小
朋友拿铁钉之类导电的物体碰触电源，以至于
发生危险。

（记者 李帅）

钥匙插电源 想法很调皮

宝宝无“孔”不入
吓坏家长

近日，“舜天购物中心杯”全国书画名家邀
请展暨市残疾人书画家协会成立仪式，在新城
舜天购物中心举行，残疾人书画家马良当选为
协会主席。马良身残志坚，牵头成立残疾人书
画家协会的事，受到社会各界的称赞。

41岁的马良和妻子在市中区龙头中路上
开了一家刻印章的“名正印社”，因为书画篆刻
作品多次在全国和省市展览中参展获奖，他被
朋友们亲切地称为“神笔”马良。

马良的老家是峄城坊上农村，刚上初中二
年级的时候马良突然患类风湿性关节炎，外加
骨股头坏死，无法走路。家里负债累累，但也没
有治好马良的病。1992年春，家人向亲戚朋友
借钱，为马良做了髋关节置换手术，但由于家里
太穷，无奈只做了一条左腿的手术。

一年后马良随姐姐来到市中区生活，先后
打过烧饼，卖过青菜，摆过书摊，后来看到刻字
店的生意红火，在没有任何基础的情况下，他学
习刻章。从1995年起，马良走上街头摆摊刻印
章，后来租了间门市，开了家自己的刻字店。

2001年，马良将刻字店搬到了龙头路，并
购买了电脑及刻字机等，加工各种字牌、条幅、
锦旗等。在对待顾客上，除了热情服务外，他总
会尽量满足顾客的各种需求。

去年年初，马良多年前换上的双髋关节失
去作用，后来在好心人的帮助下，他到医院为左
腿做了手术，重新更换了一个股骨头。北京水
墨公益基金会得知马良的情况后，还专程安排
工作人员来到枣庄，为他送来了两万元救助金。

好心人的无私帮助，令马良非常感动，使他
产生了利用自己所长回报社会的想法。于是他
向民政部门递交了成立残疾人书画家协会的申
请，以便团结更多喜爱书画艺术的残疾朋友，让
他们在学得一技之长的同时，能够自食其力，自
主创业。 （记者 孔浩）

牵头成立书画家协会

“神笔”马良身残志坚

初见李景文老人，他正坐在椅子上
看报，见到有人前来便立刻站起身说：

“快坐快坐，我去给你倒杯水。”老人
1913年出生，由于当时家庭条件不好，
上不起学。在他14岁时，因为当时村里
一个地主家的儿子要去私塾学习，李景
文便做他的陪读书童，从那时起，他便喜
欢上了读书。

“三年饥荒时期，村里与我同龄的人
都放弃了学习，开始靠赚工分来填饱肚
子。那时村里人都认为读书没用，只要
会写自己的名字会数钱就行，但父亲却
不这样认为。”李景文老人的儿子李厚岭
说，父亲仍让他们兄弟几个每天都必须
读书学习，别的事情也得到了学习完之
后才能做。李厚岭记得，当时条件艰苦，
全家上下一起劳动都未必能填饱肚子。

父亲便在自己的活做完以后，靠帮别人
织布来补贴家用，晚上还挑着扁担到陶
庄贩煤去，卖给东沙河的铁匠铺。“那时
候一扁担煤足足有 120斤重啊，父亲的
肩膀也因此被压得肿起来很高。当时虽
然父亲很劳累，可他却依然每天坚持读
书，正是受他的影响，我们兄弟几个也都
奋发图强。”李厚岭说。

“父亲的阅读面非常广，他最喜欢的
是些历史类的书籍，老家有本《上下五千
年》，都快被他翻烂了。除此以外，四大
名著、本草纲目之类的书他也很喜欢
看。因为老家冬天冷，而我家里有暖气，
所以我把父亲专门接到我家来过冬，有
机会我带你去看看老家里他存的书，足
足摆了一整间屋。”李厚岭打趣道：“别人
家孩子来看老人，就带着些食品和保健

品来，我们家看老人，都得先带着书来，
食品和营养品是其次的。”

随着时代发展，报纸一类具时效性
的新闻刊物渐渐多了起来，李厚岭便开
始给他父亲订阅报纸。“已经连续很多年
了，我每年都会为父亲订报纸，以供他阅
读，你们《枣庄晚报》包括从前的《鲁南晨
刊》就不错，老人挺喜欢的。”

家庭中浓厚的文化氛围，让老人的
后代都是才子。“我一直坚信知识改变命
运，现在孙子在北大读博士，孙女、重孙
子、重孙女好几个都是硕士毕业，还有个
留洋国外的，我对他们的发展都很满
意。我也很喜欢现在的生活，愿今后可
以与青灯古书常伴。”李景文说这话时显
得很欣慰也很满足。

（特约记者 金亮 文/图）

百岁老人喜读书
儿孙后代都上进

家中存书摆满屋 孙子北大读博士

在滕州市羊庄镇的大赵庄腰庄村，人人都知道村里有一
名“嗜书如命”的百岁老人，他闲暇之余最大的爱好便是读书
看报，并且虽已到期颐之年，但眼却一点也不花，连报纸上最
小的字都能看清，他就是李景文老人。

省时 省力 省燃气

保温杯也能做美食
天气越来越冷，保温杯成为不少市民居家外出必备的“温暖

小物件”。家住薛城区的杜女士受到日本闷烧杯的启示，充分发
挥保温杯的保温功能，省时、省力、省燃气，为家人准备一日三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