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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石先生在车站等公交
车时由于蹲的时间太久，导致上
车时腿麻走路一瘸一拐的，一同
乘车的小学生误将他当成残疾人
并给他让座。由于该学生盛情难
却，自己又不好意思说是腿麻
了，于是直到下车，石先生一直
假装是“残疾人”。

谈起当天的事，二十多岁的
石先生哭笑不得，“那天我独自
一人在公交车站等公交车，等了
好长时间车都没来，我站得有些
累，便蹲下来等。蹲了很久，公
交车才进站。当我站起来准备上
车时，却发现腿麻了。于是我就
一瘸一拐地迈着步子，走起路来
像个残疾人一样。上车之后，车

上已经没有座位了，我的腿麻得
很难受，便扶着扶手，艰难地往
车厢后方走去。这时候，一个本
来坐在座位上的小学生看到我，
跟旁边的同学说应该给残疾人让
座，接着，他站起来对我说‘叔
叔你坐吧’。我当时就跟他摆
手，说‘不用了谢谢你’。谁知
他硬把我拉到他的位置上，然后
很高兴地站在我旁边。我当时不
好意思说其实我只是腿麻了，于
是便假装残疾人，坐了一路。”

虽然是坐着，石先生却如坐
针毡，装残疾人让他心里很不自
在。渐渐地，石先生的腿不再麻
了，可他想到车上的乘客都以为
自己是残疾人，如果下车的时候

露了馅，会不好意思面对一车的
乘客。当石先生到站后，几个小
学生还没有下车。于是，石先生
只得在下车时继续装成残疾人，

“我下车的时候，故意走得很
慢，扶着扶手，一瘸一拐地走
着，司机师傅也很耐心地等我下
车后才开车。等车开走不见了，
我才松了口气，恢复正常的走路
姿势。这一路把我纠结死了，小
学生的好意让我心里也怪不是滋
味的。后来我把这件事告诉朋
友，他们都把这事当成笑话，说
我‘不作死就不会死’。”石先生
苦笑着说。

（记者 杨晓斐）

腿蹲麻变“残疾人”被让座
怕露馅小伙只好装一路

1I月10日，本报刊登了《小肩膀
挑大梁》的图片专题，报道了市中区
永安乡马场村 10岁女孩周程程，不
仅学习成绩优异，而且帮助残疾父
母减轻生活负担，感动了社会上的
许多好心人，他们到程程家送钱送
物，很多人连名字和电话都不留，程
程一家感动不已。

12月 8日，记者来到程程家，看
到院子里站着几位市民，地上摆着
大米、棉鞋、花生油等生活用品，一
位老者把两件崭新的羽绒服递给程
程的父母，这位名叫刘增平的老人

说，前段时间在晚报上看到程程的
事情后，一直挂在心上，天冷了，特
地来看看程程，联通公司的高翔还
让他给程程家捎来面条、米、油等。

“前段时间，一对姐弟为我家送
来50斤大米、两桶油和500元钱，我
问他们的名字和电话他们就是不
说，只说了句是市中区的。临走时，
她拥抱了一下正在写作业的程程，
说从报纸上看到她确实是个好孩
子，今后有机会再来看她。”程程的
妈妈告诉记者，上周六，市中区供电
局的张军给他们家送来无烟煤，还

给程程买了棉衣，并带来同事捐献
的一大包衣服。程程的父母非常感
激，在寒冷的冬季得到这么多好心
人的帮助，他们一辈子都不会忘记，
今后无论家庭多么困难，也要供程
程上学，将来报答这些好心人。

最后，刘增平老人叹着气说：
“天气这么寒冷，程程家的门窗都漏
着洞，谁要是能来帮忙修修门窗就
好了。”程程的父母拒绝说，可不能
再连累好心人了，等他们过几天卖
了羊就能把门窗安好了。

（记者 孙慧英 文/图）

晚报讯（特约记者 金
亮）两年前，滕州市南沙河
镇村民王某将两间店铺出
租给齐某做生意，在出租过
程中房屋出现了漏雨等情
况，齐某多次致电王某，要
求对房屋进行维修，但王某
始终不肯露面，无奈之下齐
某只好自己花钱将房屋进
行修葺。近日，房租到期
了，齐某要求王某向自己支
付修缮房屋及配件损失费
被拒，双方闹得不可开交。

2012 年 11 月，齐某租
用了王某临街的两间门面
房，双方口头约定每月房租
900 元，租期两年，租金按
季度支付。“今年7月份，连
续下了几场大雨，房屋出现
漏雨现象。”齐某告诉记者，

“第二天，我便打电话让房
东来修，他口头上答应，却
迟迟没有动静。随后我又
多次找他，他总以各种理由
推脱，就这样过了三四个
月。”其间，房屋漏雨现象越
来越严重，齐某店内的五金

配件已经有不少受潮生锈，
无奈之下，他只好自己花了
1000块钱找人对屋顶进行
修葺。

今年 11 月，租赁到期
后，齐某找到王某退租，并
要求其返还因为房屋漏雨
造成的损失和修缮房屋的
费用，合计 3000 元。“我没
有要求他修屋顶，他在未经
我允许的情况下找人对房
子进行修补，我没找他就不
错了。”王某拒绝给付。双
方意见难达一致，在记者的
劝说下，双方来到当地司法
所。

司法所工作人员在听
取双方讲述后，进行了相关
调查，发现房屋确实存在漏
雨现象，且五金配件也的确
是因为漏雨造成的生锈。
随后，工作人员对双方当事
人进行了调解，并依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相关
规定，由王某承负担房屋维
修费及赔偿齐某的损失共
计2000元，双方握手言和。

租房漏雨配件生锈

修房赔偿房东全掏

晚报讯 （记者 孙明
春 通讯员 刘勇 李丹 摄
影报道）12月10日，华夏人
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枣庄
中心支公司王琳总经理带
领“致敬抗战老兵”慰问团
来到市中区孟庄镇大郭庄
村抗战老兵郑玉和家中，为
他送去 2000元慰问金及由
全国老龄委等部门颁发的

“致敬抗战老兵”纪念勋章，
并颁发了抗战荣誉证书。

“致敬抗战老兵”大型
公益项目，是为了纪念世界
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抗日
战争胜利 70 周年，由华夏
保险依托华夏慈善基金，联
合全国老龄办、民政部优抚
局、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
馆指导，携手多家主流媒体
与社会各界共同启动的一
项旨在向存世的国共两党
抗战老兵致敬的公益活动。

慰问抗战老兵

晚报讯 （记者 岳娜
通讯员 李文丰）“人生世
间，心要向善，为人处事，不
坏不奸；邻里之间，和睦相
处，如有困难，相互帮扶；子
孝父母，理所当然，十月怀
胎，娘受煎熬……”这是台
儿庄区马兰屯镇的农民孙
启龙自编的 100多首“顺口
溜”中的一段，他想要通过

“顺口溜”向世人传播真善
美，弘扬社会正能量。

孙启龙是马兰屯镇道
庄村人，今年49岁，靠种地
为生，他性格温顺，和善开

朗。闲暇时光，文化水平不
高但生活阅历丰富的他观
察市井万象，常常百感交
集。2008 年起，孙启龙开
始用孩子用过的旧作业本
的反面写“顺口溜”段子，表
达自己的所想所感。

当地一些稍有名气的
文化人看到孙启龙的“顺口
溜”后给予赞赏，这更激发
了他的热情，于是他将“顺
口溜”记录在笔记本上，目
前已记录 16K 纸张的日记
本整整一本，共一万余字。

自编“顺口溜”弘扬真善美

助人为乐本是好事，可对方
以学生名义向自己借钱，在约定
的还钱日期却联系不上，这让滕
州的王先生很无奈。

近日家住滕州市教师进修学
校附近的王先生，收到一条加他
为微信好友的申请，王先生通过
了微信申请之后，便收到信息，对
方开门见山地说想借钱。“通过好
友申请之后，对方就说自己是教
师进修学校的学生，要借钱，而且
说得非常可怜，出于怜悯，我把钱
借给她，并约定下个星期她把钱
还给我。”王先生说。据介绍，王

先生是教师进修学校附近的住
户，12月 2日，他接到了微信好友
申请，该好友称自己是教师进修
学校的学生，想跟王先生借钱吃
饭，约定 12月 8日就还，“她一开
口就要借三百，但是我粗略算了
一下，五十块钱足够这几天的生
活费，就同意给了她五十元，并约
定12月8日还钱。8日那天，我拨
打她的手机，她却怎么都不接，我
换个电话打过去，她依然不接，这
时我才发现自己被骗了。”王先生
猜测说，骗他的有可能是学校以
外的人员，故意假扮学生，骗取人

的同情心，最后达到骗取钱财的
目的。

随后，记者来到滕州教师进
修学校了解情况，负责老师告诉
记者，校方暂时没有收到社会人
员被学生骗钱的信息。同时，保
卫科负责人告诉记者，凡是学校
的住校生，一律不允许在周末以
外的时间走出校门，也没有发现
有学生与外来人员接触。

对于自己的经历，王先生感
到很无奈，他说：“我是出于好心，
并没有其他要求，这让我内心很
失落。” （记者 姚付林）

假扮学生借钱 好心老师中招
加微信好友要慎重

《小肩膀挑大梁》一文引起社会关注

热心人为程程一家送钱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