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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家住荣华里小区的赵
先生正在为本周六的评标专家
考试做准备。都说父母是孩子
最好的老师，赵先生复习时认真
的模样，让女儿深受鼓舞。

赵先生说，他在事业单位工
作，本周六有一场评标专家的考
试。他说：“这次考试是补考，90
分才能通过。第一次考试的时
候，我以为60分就能通过，没有
仔细看书复习。所以我现在特
别后悔，现在只能抓住每分每秒
来学习。”

赵先生已经 20多年没有摸
过书本了，刚一开始复习的时
候，赵先生也觉得非常费力。“我
都是快 50岁的人了，让我坐那
儿看一上午书，真是累得腰酸背
疼，感觉比干一天的活儿还难
受。但是没办法，只能硬撑着
看，怎么着也得把考试过了。”赵
先生说，他现在每天回到家，电
视不看了，电脑也不玩了，只要
有空闲的时间，就坐在沙发上，
戴上老花镜开始看书。

赵先生的女儿娜娜今年读
大三，正是该准备考研的时候。
本来放假回家打算玩一个寒假
再回学校好好学习，但是看到赵
先生学习的劲头，也觉得自己应
该努力了。“刚开始听我爸爸说
要回家学习，我觉得特别搞笑。
我以为他是在开玩笑，后来我发

现，他学习的劲头真的是非常
足。上个周末，有人约他出去吃
饭，他也不去，在家里呆着看了
两整天的书。”娜娜说。

娜娜爸爸的工作稳定，即使
不通过评标专家的考试，工资也
一分不会少。“看到爸爸那么努
力地学习，我真是觉得特别惭
愧。我爸在可以享福的年纪还
继续奋斗，我却在我应该奋斗的
年纪想要享福。”娜娜说，受爸爸
的影响，她也开始着手准备考研
了。

赵先生看到女儿受自己的
影响准备开始学习，觉得非常欣
慰，他说：“都说父母是孩子最好
的老师，这句话真没错。我自己
学习也能让女儿跟着学，这点也
真是没想到。如果让孩子知道
了奋斗的可贵，那我考试的结果
又显得不那么重要了。”

（记者 孙雪）

2月3日，在薛城区陶庄镇蟠龙河湿地公园里，新建成
的“摩天轮”吸引了不少游客光顾。

（记者 董艳 通讯员 甄再斌 摄）

原来，据了解，崔女士有个习
惯，几乎每年都要将家里的棉被
拆洗一次，清洗过后，崔女士都要
重新用针线缝上。去年夏天，崔
女士一如既往地将家里的棉被全
部拆洗了一遍，在用针线缝制的
过程中，崔女士不小心将针头崴
断了，针有一部分残留在被子里，
因为残留的部分少，崔女士来来
回回找了好几遍，也没有找到。
无奈的崔女士只好放弃，当时崔
女士还特意提醒自己，使用的时
候，应该多加注意。

可是随着时间一天天过去，
最近几天，崔女士在给儿子拿棉
被时，竟然将夏天发生的事情忘
得一干二净。等到崔女士的儿子
被针刺到之后，她才想起夏天发
生的一幕。

此时的崔女士这才意识到事
情的严重性，本来以为小小的针
头藏在厚厚的棉被里，不会影响
正常使用的，没承想还是影响了
正常使用。虽然儿子一再表示总
会时不时地被针刺感惊醒，崔女
士也意识到自己的马虎，但是这

根小小的针却总是时隐时现，藏
在棉被里让崔女士及其家人怎么
找也找不出来。

万般无奈，崔女士想出了新
的办法，用吸铁石来找寻针头，
就这样，崔女士和家人用了一上
午的时间，才找到棉被里的针
头。看着这个针头，崔女士深表
自责：“多亏孩子被扎的不深，要
是针头扎进肉里麻烦就大了。”

（记者 董艳）

“我在这个小区买了一套房
子，虽然没有入住，但是已经装
修好了。可是最近每次来新房
子送东西的时候，却发现从地下
车库里直接进入楼道的安全门
经常不关。这不是给小偷留下
了‘方便之门’吗？”近日，家住市
中区龙头路某小区的王女士抱
怨道。

“我的新房子是带地下停车
位的，考虑到方便停车所以我就
花钱买了一个停车位。去年拿
到钥匙开始装修的时候，地下车
库通往楼道的安全门随时都是
关闭的，想进入单元楼必须使用
门禁卡。在装修好后，我就很少
来新房子了。我打算年后搬家，
最近才开始搬一些东西去新家，
由于最近来的频繁，我才发现这
地下车库的安全门十次有八次
不关，安全性大打折扣。”王女士
说道。

随后，记者跟随王女士一起
进入地下车库，在停好车之后，
王女士带着记者走向自己所住
的那栋楼。“果然又是开着的。”
王女士边说边把半掩着的安全
门推开，便进入到楼道里。

记者跟随王女士来到楼道，
发现楼道单元门是关着的，想从
外面进入必须有门禁卡或是呼
叫楼上的住户开门。“现在小区
大门管理的都不是很严，很多人
随意进入小区，如果“有心人”知
道后，直接进入地下停车场然后
推开未关闭的楼道安全门，就可
以轻松地进入到楼道了。”王女
士说道。

王女士建议，为了楼道邻居
们的安全，无论是楼道门还是地
下停车场的安全门都应该随手
关闭，这样有利于保护居民的人
身和财产安全。

（记者 李帅）

马老太太今年已经 84 岁
了。几十年前她就喜欢做些布艺
手工，那时候家里孩子的棉衣棉
裤都是她亲手给做的，在快到冬
天的时候，她还会亲手给孩子纳
鞋底、做布鞋。剩下的布头丢了
可惜，她就会把这些布头剪成三
角形或者是正方形，然后拼起来
做成沙发罩或者是床罩。在马老
太太的家里，这些五颜六色的沙
发罩床罩换了一批又一批，每个
都像是艺术品一样。

平日里马老太太喜欢在家里
看电视，或者出去溜达溜达，但是
冬天外面太冷，在家里看电视多

了又容易累，于是她在刚刚做了
几个彩色的靠垫之后，便又想到
了绣门帘。马老太太的儿子平时
喜欢画些山水及花鸟，她看到后
便想把儿子的画用针线绣出来。
最近几天，马老太太正琢磨着
做个绣花门帘。儿子在布上画上
梅花的大体样子，马老太太便沿
着画的线条一点点地绣。她说，
等这个作品完成，便可以换下几
年前绣的那个旧帘子了。

现在的年轻人十分流行绣十
字绣，虽然绣出来很好看，但每一
套十字绣在出厂的时候便规定好
了每一针每一线落在具体的哪个

位置，而留给制作者的发挥余地
却很小。传统的刺绣方式则不
同，它完全可以称得上是二次创
作。因此，马老太太并不是为了
拿到最后“绣出”的结果，而是在
享受绣花创作的过程，既可以打
发时间，又可以愉悦身心。

马老太太说在家刺绣的时
候，孙女们也会好奇地上来凑热
闹。这个时候，马老太太便会把
绣法示范给孙女们看。她说，布
艺手工不仅仅是在“做活”，同时
也是一门艺术。

（记者 杨晓斐 文/图）

地下停车场安全门打开直通楼内

居民担心有人“钻空子”

缝被子崴断针头忘记取
孩子睡觉被扎老妈很自责

薛城区燕山小区居民崔女士家的孩子，最近几天
夜里睡觉总是睡不安稳，常常被所谓的针刺感惊醒。
刚开始，崔女士还以为孩子口中所谓的针刺感来源于
梦里，以为孩子是做梦被吓着了，才会产生这种奇怪的
感觉。后来，一次偶然发现，让崔女士为自己的马虎感
到毛骨悚然。

儿子布上画梅花 母亲针线绣出来

母子联手家中作品多多

家住市中区军干休所的马老太太是孩子们公认的手工达人。几十年来，她做出的
布艺作品不计其数。每天在闲暇的时候，马老太便喜欢研究些手工布艺，虽然她的眼睛
已花，就算戴着眼镜也看不太清楚，但是她依旧喜欢“做活”。

下班不看电视戴上老花镜看书

老爸备考不易
女儿深受鼓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