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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枣庄开元凤鸣山庄隆重推出天
津美食节，菜肴品种包含香酥鲫头鱼、美
味海蚌片、渤海湾梭鱼冻、北塘爆三样、
白灼海螺、雪菜汁蒸海鲶鱼、海鲜石锅松
菇豆腐、酒香蒸海虹蟹等。天津菜起源
于民间，得势于地利，博采众长，尤以擅
烹两鲜、讲究时令。为研制色香味浓、垂
涎欲滴的菜色，酒店大厨们亲赴天津学
习研制正宗的天津菜肴，为宾客精心奉
上独具风格、营养丰富的天津菜色，欢迎
各界宾朋前来品尝。

枣庄开元凤鸣山庄
推出天津菜美食节

从小患上肌无力 如今办班又开店

张玉翠凭借双手做起窗帘生意
在滕州市大坞镇，有一位名叫张玉翠的残疾人，她凭着

一双勤劳的手，学习纺织裁剪，织出一片湛蓝的天空。几十

年来，一项又一项的荣誉证书和奖杯颁到她的手中，她教出

的学员个个都成了致富能手。

张玉翠现年 49岁，自幼患
有家族遗传性肌无力症，不能
像常人一样行走、拿重物。她
的父亲在肌无力症晚期时瘫痪
在床，如今已过世 10 年，哥哥
的病情比张玉翠更严重，弟弟

因为小时候脑子患过病，身体
状况更差。16岁那年，张玉翠
的双腿做了手术，走路的姿势
看起来与正常人没有区别，但
是她的病情依旧无法避免恶
化，还是渐渐地拄上了拐杖。

张玉翠有一个正在上大三
的儿子，同样患有肌无力症，早
些年夫妻俩带着儿子到处求
医，最终得知这种病难以治疗、
只能日渐严重，可儿子没有生
活在疾病的阴影中，考上了济

宁医学院，他要通过学习来找
到治疗这种病症的方法。“每到
学校放假，他都会回家帮他父
亲干活，他说，虽然他拉不动重
物，但能够抱着走，虽然没有体
力，但是有脑子。”张玉翠说。

家族遗传肌无力症

“我患上这种病没法干重
活，在我 19 岁的时候，因为一
个偶然的机会学习了纺织裁
剪，这种活不需要什么力气，对
身体协调性要求也不高，很适
合我。”张玉翠告诉记者，“1982
年，我又去上海深入学习了刺
绣。”“她从上海学成回来，绣的

花鸟跟真的似的，看过的人都
夸她有才能。”张玉翠的丈夫马
运龙说。

从上海回来后，张玉翠萌
生了开办裁剪纺织培训班的想
法。“过去的小姑娘家里都不让
出去打工，正好可以到我这里
来做学徒，学一门手艺以便未

来养家糊口。”张玉翠说，“那时
的村妇联主任徐曰英非常支持
我开办培训班，还时常通过村
里的大喇叭广播帮我们招生。”
1988 年，培训班刚刚开办，就
招收到了七八个小女孩，在以
后的历次招生中，最多的时候
一次就招了三四十人。

裁剪、刺绣属于慢功夫，一
般需要三年才能出师，张玉翠
在1989年获得了国家科技“星
火”计划“星火带头人”的聘书
后，教过的学员超过了250名，
这些学员学成后各奔东西，用
学到的技艺创造财富。

学习裁剪纺织开起培训班

提起张玉翠曾经获得过的
荣誉，她有些不好意思，用她的
话说，那就是对荣誉看得比较
淡。1989年的枣庄市“三八红
旗手”、1990年的“优秀致富能
手”、2005年的“滕州首届十佳
自强先进个人”，马运龙向记者
展示着一个个鲜红的证书。“还

有很多证书和奖杯，都放在老
家了，她获得的荣誉不少，自己
都记不清了。”马运龙说。

“在政府和慈善机构的帮
助下，我开起了裁缝店，早先在
老车站那里做衣服，后来搬到
了这条街上。”张玉翠说。随着
时代的变化，张玉翠的裁缝店

也渐渐有些跟不上形势了。“现
在的人做衣服的越来越少了，
都是直接买成衣，我们便改变
了经营策略，做起了窗帘生
意。屋里挂的样布都是龙阳镇
一位叫张梅的热心姐妹免费提
供，帮我做店内形象的，压了人
家这么多货，心里总觉得过意

不去。”张玉翠告诉记者，“平时
都是我联系业务，丈夫跑腿，两
个人当做一个人来忙活。因为
就指着这一门生意生活，所以
我们更明白职业道德的重要
性，这里地势差，房租便宜，但
老客户还是不少的。”

（特约记者 赵宁）

经营裁缝店获多项荣誉

12 月 19 日，峄城
区中医院用血告急，枣
庄二十八中学的教师们
得知消息后来到医院采
血现场，通过填表、体
检、验血等程序后，教师
们捋起衣袖，鲜血流入
储血袋内。虽然天气寒
冷，但教师们脸上依然
露出甜美的微笑。

（记者 孙明春 摄）

献血
救急

本报曾多次对先天性脆骨
病患者宋冰心一家进行过报
道，10月 28日，对宋冰心养
子的户口问题进行了重点报
道。12月 19日，宋冰心激动
地给记者打来电话说，“虎子
的户口终于办下来了，感谢媒
体的关注和派出所民警的帮
助。”

四年前，宋冰心夫妻俩从
滕州抱养了一名残疾弃婴，宋
冰心为他起名为“虎子”，尽
管他们夫妻俩生活非常拮据，
但也尽可能地为虎子提供最好
的生活。现在虎子已经四岁

了，他的户口一直是宋冰心夫
妻俩的心病，宋冰心说，“刚
抱回来时，虎子非常瘦小，我
们还发现他的手部有残疾，我
想，可能也正因如此，他才遭
到家人的遗弃。由于我们夫妻
俩都是残疾人，所以就更加心
疼这个小家伙了，三天两头带
他去医院检查身体。从那以
后，我们把好吃的、好穿的都
留给他，他也在我们的精心照
料下，逐渐健康起来。最近，
薛城区残联创办了一所幼儿
园，免费收取残疾孩子，让他
们在那里学习，虎子也在那里

上学，可我们害怕虎子会因为
户口问题被学校拒收。另外，
就目前的情况来说，由于我们
一家三口都是残疾人，收入有
限，如果没有户口，虎子就没
法享受低保。现在好了，新华
派出所的孙警官亲自将虎子的
户口单页送到我们家，我们一
家别提多激动了，就连四岁的
虎子也高兴地拿着自己的户口
单页不停地蹦啊、笑啊。”

随后，记者来到新华派出
所户籍室，孙警官告诉记者，

“按理说，宋冰心夫妻俩并不
符合国家收养条件，是无法办

理收养证的，我们也曾多次建
议他们将孩子送入社会福利
院，走正常申报户口的流程，
可他们夫妻俩考虑到已经和孩
子相处了四年，结下了深厚的
感情，舍不得把孩子送走，坚
持自行抚养。所以，为了切实
解决孩子今后的生活、学习问
题，我们特事特办，将虎子的
户口问题报告至市局户政处，
得到批示后，为虎子办理了户
口。”

（记者 李佼）

养子落户难 民警特事特办

宋冰心：虎子有户口啦

晚报讯 （特约记者 张波）一万元
存入银行，一个月的活期利息只有几块
钱，投资担保公司以高出银行数十倍的
投资收益吸引了滕州市龙阳镇的刘大
爷，本想赚点利息，改善一下自己的晚
年生活，谁知最后血本无归。

“这20万是2012年分三次放进担保
公司的，当时约定存放三个月，利息是
15‰，借款到期后，我去担保公司要回
本息，他们不给。后来我又多次去找，
也没要来。现在那个担保公司空了，老
板也跑了。20 万是我东拼西凑来的，
现在他们都来找我要钱，我一心想要回
那些钱，地都荒了，每个月那一点儿退
休金也让那些借给我钱的人要走了，我
今年 64岁了，本来想安享晚年，现在
闹得是有家不敢回，温饱都解决不
了。”刘大爷向记者哭诉道。

据刘大爷介绍，当时之所以把养老
钱放到担保公司，是因为自己的一个老
相识。“在路上偶然遇见我的一个老相
识，他告诉我，那个担保公司很好，利
息高，而且他还在那个公司管钱，安全
有保障。我们认识多年了，我感觉他不
可能骗我，所以东拼西凑了 20万，放
到了那个担保公司里。”刘大爷说，“钱
早就到期了，别说利息了，就连本钱我
也没见着，我一直追着他们要，但担保
公司的那个老板经常不在公司。去年年
底，我去担保公司时正好遇上老板，他
说自己没钱，给我写一个保证书，保证
2014年元月 26号前还清我的钱。见我
不放心，他又让我的老相识作为担保
人，签了个字。谁知道后来老板跑了，
听说警方已经立案侦查、网上通缉
了。”刘大爷认为他的老相识也是有责
任的，所以想通过起诉他，追回钱款，
但法院一直未予受理立案。

记者联系到了刘大爷的那位老相
识，他表示，自己在那家担保公司只是
负责填写单子，并非管理财务。刘大爷
是成年人，有判断能力，放款纯属自
愿，与自己无关。就担保人问题他回
应，“去年的腊月十二，我被迫在那个
保证条上签的字。当时老刘追着担保公
司老板去了山亭，那个老板要找黑社会
的人揍他，估计他也怕吃亏，提出让老
板先写一个保证书，但他还是不放心，
就说让我做个担保，他还说，不会找我
要钱的，只是让我做个见证。我也担心
老刘出事，为了替他解围，就签了字，
哪知道他会找我后账。”

记者咨询了律师，律师表示，刘大
爷能否起诉自己的老相识取决于其是否
为担保公司的在册员工，且保证书上没
有明确的出资人和借款人的签字，所以
该保证书并无法律效力。

贪图高额回报

二十万打水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