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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晨 5 点起床，6 点领报
纸，然后推着破旧的三轮车在
路边摆摊卖报直到上午 10 点
多，贾凤兰老人就这样简单而
规律地生活着。无论天寒酷
暑，她都会出现在市中区文化
路上，等待买报买杂志的人。

一大清早，贾凤兰裹着厚
厚的棉衣，带着帽子和套脖在
路边来回走动取暖，虽然身材
矮小略显佝偻，但依然精神矍
铄。身旁停着的三轮车架起的
木板上摆满了报纸，三轮车旁
边放着两个马扎和一个修鞋
架，每天陪伴她的就是趴在三
轮车下冻得瑟瑟发抖的小狗。

今年 68 岁的贾凤兰老人自
1980 年开始卖报，至今已经
35年了。

“开始卖报时只是想攒钱
补贴家用，后来才发现自己上
了年纪也干不了其他的，索性
就卖报吧。”贾凤兰说，“谁想
这一卖就是 35 年，那时候文
化路两边没有这么多店面，我
家三闺女还没出生，现在四个
闺女的孩子都不小了。”由于
贾凤兰性格温和，乐观正直，
很多人都愿意到她的报摊前买
报纸，有时会故意多给她些
钱，可下次买报纸时老人总能
记得上次谁多给了钱，就少收

一些，由于老人的正直也赢得
了街坊邻居的尊敬。

记者采访时，一位女士过
来买报纸，贾凤兰一手接过
钱，一手利落地抽出报纸递到
那位女士手中。“这么大岁数
了，为什么不在家享享福？”
听到记者的询问，老人眼神中
的神采暗淡下来。“年轻的时
候，我经常早出晚归，在这儿
卖报，人多生意也好，可现在
不行了，一份报纸的利润也就
一两毛钱，现在修鞋也没生
意，一天下来才挣四五块钱。
整天在风口里站着，身体也大
不如从前了，加上我有心脏

病，家里人也都不让我干，我
想着一来就当锻炼身体，二来
挣点钱补贴家用。”贾凤兰老
人说，她有四个女儿，都在外
打工，没有正式工作，生活一
直很拮据。

谈话间记者了解到，贾凤
兰老人家住市中区文化一村，
每月靠国家发的养老金勉强过
日。四个女儿虽已成家，但老
人不希望给她们添麻烦，日常
生活起居都是自己料理。卖报
35 年让贾凤兰经历了时代的
风霜，在面对生活的酸苦时，
变得淡定从容。

（记者 王萍）

68岁老太路边卖报35年
正直品格赢街坊尊敬

“我们只想尽最大的努力
帮助这个孩子，她才 4 岁，
人生才刚开始。”12月 21日
下午，在滕州市大同路火车
站附近，两个募捐箱格外醒
目，很多人依次走上前将爱
心款投入到捐款箱内。原
来，这是在为龙阳镇患病女
孩子涵举办的爱心捐助活动。

滕州市龙阳镇李庄村魏
涛的女儿子涵今年 4 岁，今
年 10 月中旬，子涵突然患
病，生命垂危，经医生确
诊，她患的是神经母细胞
瘤。由于病情严重，11月13

日，子涵被送往北京儿童医
院治疗，在医院接受化疗、
手术、放疗、移植等多项治
疗。

魏涛和妻子常年在外地
打工，收入不高。这突如其
来的不幸带来的是巨额医疗
费用，使本来就不富裕的家
庭雪上加霜。自子涵患病以
来，魏涛已花光了家中所有
积蓄，又借遍了亲戚筹得 10
多万元给她看病。魏涛告诉
记者：“子涵很乖，虽然治疗
过程非常痛苦，有时都是成
人难以忍受的痛苦，但是她

很少哭闹。作为父亲，看在
眼里疼在心里。”

魏涛在华美高级中学上
学时的同学孔令棋了解情况
后，立刻通知经常联系的高
中同学，前后联系上几十位
高中同学，并专门建了微信
群，“少玩一天，少聚一次，
把省下来的钱帮助咱们的魏
涛和小子涵，您的一颗红心
将是照亮子涵生命道路的太
阳！”孔令棋的倡议立即得到
大家的支持。

众人拾柴火焰高，随着
救助魏子涵的信息被转发，

更多的爱心汇集而来。很多
好心人在帮助子涵的同时，
纷纷将她的情况通过微博、
微信等方式进行转发，截至
目前已筹集到善款 4 万多
元。与此同时，孔令棋和同
学们还组织捐助活动，继续
帮助魏涛筹集善款，活动当
天收到捐款12916.6元，记者
了解到，截至记者发稿前
夕，魏涛的同学孔令棋仍在
组织捐款。

（特约记者 王雪纯）

4岁女儿突患重病 医疗费用成难题

昔日同窗帮忙筹集善款5万多元

冬闲时节，山亭区
计生协会聘请当地邢氏
皮影剧团创作“计生皮
影戏”，将计划生育政
策、优生优育观念、国家
人口形势等融入传统的
皮影戏，开展计生皮影
进村下乡演出活动，在
给群众送去欢乐的同
时，也使他们受到教育
和启迪。
（特约记者 李宗宪 摄）

老艺术
传新风

晚报讯（记者 马帅 通讯员 郑秀
萍）近日，山亭区交通局对山亭区路段省
道 S343北留公路进行改扩建，据了解，
截至目前，全线完成清表 27.645万平方
米，占总工程量的72.9%；完成冲击碾压
12.393万平方米，占总工程量的 26.4%；
完成路基土石方6.311万立方米，占总工
程量的13.0%。

在施工现场，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这
是入冬以来，扩建工程的一个重要项目，
现正紧锣密鼓、加班加点地赶进度。同
时，此次工程也为建设高质量、高标准的
道路工程做好了铺垫。

北留路扩建工程

进展顺利
从事修鞋、做鞋行当的

大多是年纪稍大些的男性，
女性很少，年轻的女性就更
少了，家住薛城区潘庄的小
潘却是其中一位。

小潘今年 26岁，别看她
年纪小，她从事修鞋、做鞋
行当已经接近十年了。记者
了解到，小潘在家排行老
大，她还有两个弟弟。在小
潘六岁的时候，小潘的母亲
由于种种原因被迫离开了
家，母亲再回来时，已经是
四年之后。由于长时间思念
孩子，小潘的母亲精神就变
得恍恍惚惚的，每天什么事

都不做，就跟着小潘的弟弟
去上学，小潘说，“我们村的
人都知道有这么一个傻女人
每天跟着孩子去上学，我们
没办法，从那时起，我们一
家人就开始东奔西走，为我
母亲治病。后来，我妈妈的
病稳定些了，我就跟着爸爸
在路边给人家修鞋，赚点
钱，时间长了，我也学会了
这项本事，后来索性把修鞋
当做事业来做了。我不到 20
岁的时候，曾到徐州跟着专
门的师傅学习修鞋、做鞋，
看到师傅做出的鞋很漂亮，
我也慢慢地喜欢上这项工

作。学习回来，我在薛城区
古井村的桥洞口开了一个修
鞋、做鞋的小店铺。”

据了解，小潘本该去大
城市发展自己的事业，可为
了照顾母亲，她选择留在本
地，“父母年纪都大了，母亲
的病总是反反复复，身边没
人是不行的。这不，最近她
总是易怒，整天逮着谁骂
谁。我的两个弟弟都在外地
打工，作为长女我不能再离
开家了。”小潘说。一旁的邻
居也对她赞不绝口，“小潘特
别懂事，像她这个年纪的小
姑娘，本该是最爱打扮、最

坐不住的，可她却早早担负
起了照顾家人的重任。她做
的鞋在我们这附近非常受欢
迎，她改的鞋也特别好，我
有一双以前流行的尖头皮鞋
没大穿，最近我拿来让小潘
给我改成圆头的，改完以
后，我特别满意，我家人还
以为我买了一双新鞋呢。”

说起自己的终身大事，
小潘有些腼腆，她说，“现在
我正在找对象，我不求能大
富大贵，主要是对我好，对
我的家人好，老实、正干的
就行。”

（记者 李佼）

母亲生病 兄弟外出打工

修鞋女凭好手艺撑起一个家

晚报讯（特约记者 金亮）“抓小偷
啦，别让他跑了！”12 月 21 日下午 2 点
多，在滕州市某小区内，一名男子顺着楼
梯向住宅楼外逃去，身后业主紧追不舍
并联系多位市民试图将这名男子拦住。
当男子向小区外跑去时，被闻讯赶来的
民警堵在小区门口。

被众人追赶的男子李某，现年 30
岁，江苏省沛县人。2005年以来，他因盗
窃汽车轮毂外边的装修盖、香烟、电脑、
电动车、手机及现金等被张家港市警方
先后 5次抓捕。今年才出狱不久的李某
贼心不改，他打听到滕州经济相对发达，
群众生活较为富裕，便打算到滕州伺机
作案。于是，李某便在网上购买了专门开
锁的工具和假身份证等，多次来滕州市
区踩点。

当天中午，李某来到滕州某小区，乘
坐电梯进入某单元楼的 7楼，然后徒步
从7楼走到12楼，当探得12楼一住户家
中无人后，便想实施盗窃。无奈单楼内人
多，李某只得等到居民都上班后再动手。

下午2点多钟，李某来到该单元8楼
准备行窃时，被居民发现。面对居民的质
问，李某以发传单的谎言企图蒙骗对方。
被识破后，李某顺着楼梯向下逃跑，居民
见此情景立即大喊“抓小偷”，并掏出电
话报警。于是便出现了本文开头那一幕。

据李某交代，自2014年7月份以来，
他携带开锁工具，窜至沛县、丰县等地，
利用技术性开锁进入小区居民家中盗窃
现金三万余元、黄金首饰等财物。目前，
李某已被刑事拘留。

江苏惯偷到滕行窃

警民合力围堵擒获

近日，市中区东盛路与文化路交会
处的一栋在售的楼房外侧，玻璃毁坏较
为严重。“坏了有很长时间了，但一直没
有人维修，看上去实在不美观。”附近居
民说道。 （记者 李帅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