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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27日，大年初十，在滕州
市中央城小区大门北杏坦路旁一
位老人正在为市民修鞋、修自行
车，有的市民排队等候，虽然是春
节期间，但到这里修鞋、修自行车
的市民仍不少。

这位修鞋的老人叫牛家令，
今年 60岁，家住滕州市郭庄居。

“我原来不修鞋，初中毕业后，跟
着同乡干建筑队，1990年我在黑
龙江省佳木斯市干建筑时，不慎
从八九米高的脚手架上掉下来，
当时摔昏了过去，什么都不知道
了，后来被人送到当地医院进行
抢救，后经检查左脑额骨粉碎性
骨折，先后住两次院近两个月，做
了手术，幸亏治疗及时没有留下
后遗症。但是左脑门留下了一块
伤疤，从那时起，我回到家乡，自
谋职业，1993年开始学修鞋。”牛
家令老人砸着鞋说道。

回到家乡后，他买了砸鞋机
和其它的缝鞋工具，自己练砸鞋、
缝鞋，开始砸鞋时，到街上摆个小
摊位，给市民无偿砸鞋，不收费
用。为了练好砸鞋，手被砸破是
经常的事，有一次他为一位市民
砸鞋不慎将砸鞋针砸到自己的左
手食指上将手指穿透，鲜血直流，
疼痛难忍，但他还是坚持了下

来。走街串巷，不管是炎热的夏
天，还是寒冬腊月，他都坚持干，
一干就是20年。

这 20 年他结了婚，生了孩
子，他女儿现在在一所中专学校
上学，他还用砸鞋积攒的十几万
元钱买了房子，一家三口过着美
满幸福的生活。他不仅修鞋，还
会修自行车、修拉锁等。“砸鞋这
行现在没有人干了，年轻人不愿
意干，也挣不了多少钱，每次也就
是一元、两元的，虽然赚不了多少

钱，但这活也得有人干呀，一双皮
鞋坏了一点就扔掉，太可惜了，缝
缝补补和好鞋一样穿，不能浪
费。”老人拿着刚补好的一只皮鞋
笑着给记者说。老人服务热情，
砸鞋、修车技术好，小区居民都找
他修。“牛家令老人砸鞋、修车样
样行，人厚道，干活实诚，俺小区
的居民都愿意找他干。”居民李先
生说道。

（特约记者 侯志龙 文/图）

“您的车票是今晚 10：50的
车，请您提前三十分钟来车站候
车，如需其他帮助请找我们工作
人员，祝您旅途愉快。”聋哑旅客
陈先生看着手机上这条信息会心
的笑了。

2月 21日正月初三，正是年
后进入返程高峰的第一天，滕州
火车站工作人员忙碌了一个上午
送走了一批批旅客，工作人员正

在候车室外巡视时，被一位中年
男子拽了一下，原来这位男子是
聋哑人。这时，男子拿出一张当
天晚上的1462次去北京的车票，
从该男子的比划中，工作人员估
计该男子是询问车次时间等信
息。

为了方便交流，工作人员立
即拿出手机，通过手机输入文字
与他进行交流，很快便帮助该男

子解答了他想要了解的问题。原
来这名男子是把晚上10：50的车
当成白天的了，匆忙来到候车室
后怎么也找不到显示牌上关于候
车的信息，非常着急。幸亏工作
人员用手机输入文字信息，耐心
的解答了他的疑问让他安心候
车。该男子感激不已，紧紧握住
工作人员的手点头微笑。

（特约记者 王雪纯）

聋哑旅客遇难题 手机短信帮解决

2月 26日，在市中区吉品
街上，一名中年女子坐在小板
凳上，在一张仅有 80厘米长，
30厘米宽的桌子上，专注地给
手机贴膜，由于天气很冷，她的
双手被冻得通红。她叫殷云，
今年41岁，过年期间还是坚守
着自己的小生意摊。

殷云家里有两个孩子，大
女儿上高中，儿子刚刚步入初
一，殷云为了两个孩子和一家
人的生计，曾经干过手机柜台
销售员，后来因为照顾孩子不
是很方便，就跟别人学习贴手
机膜，目前她在吉品街摆了一
个贴膜小摊养家糊口。

殷云告诉记者，她住在距
离摊位不远的老房子里，“正因
为离家近，过年期间又没事情，
不如在外摆个摊还能贴补家
用。”殷云抱着这样的想法过年
期间仍然没有休息，摆摊贴膜。

在吉品街西头，一眼就能
看见殷云的这个小摊，四十出
头的她小心翼翼地给每一位顾
客贴手机膜，因为价格便宜，所
以她的摊子前经常有人光顾。

为了节省生活开支，她每天
中午回家吃饭，晚饭则花几块钱
在路边搞定。殷云摆摊已有4年
多的时间，最早是在解放路摆摊
贴手机膜，后来因为离家远照顾
刚上初一的儿子不方便，便转移
到吉品街附近摆摊。附近居民也
经常来照顾她的生意，有时候贴
膜也会多给她一些钱，但是她都
一一拒绝，该是多少钱就收多少
钱，从来不漫天要价，殷云表示，

“咱本来干的就是小买卖，更要讲
究诚信，不能随口乱要价，这样干
生意才能长远。”

如今摆摊贴膜能维持每天的
生活让殷云已经很满足了，很多
时候不少邻居看她辛苦，劝她，

“四十多岁了，一个女人风吹日晒
那么辛苦干什么，这样也老的快，
不如找个轻巧的活干干。”可殷云
每每听到这些话时，却说，“这就
是我的命，给别人打工得按点上
班，虽然不用风吹日晒，但是不自
由，工资也不高，闺女儿子上学照
顾起来也不方便，我干这个照顾
家里方便。”殷云为了孩子不辞劳
苦。

据了解，殷云的丈夫在外打
工赚钱，而她则在家里照顾孩子，

“虽然时常感觉有些辛苦，但是只
要孩子上学能有出息，再辛苦都
是值得的。”殷云有些伤感地说，
她希望可以靠劳动赚钱再开个室
内的手机贴膜店，过上安稳的生
活。因为她始终相信，凭着自己
的双手，能为孩子撑起一片天空。

（记者 王萍）

日前，滕州市柴里煤矿朝阳小区热闹非凡，矿区居民
欢聚一堂。演员们用精彩的舞龙表演为居民们呈献了多
场视觉盛宴。

（特约记者 王辉 实习生 孙曦 摄）

孔凡题今年 74岁，老家是
滕州市官庄村，祖辈世代以务农
为生。1962年，他高中毕业后
投笔从戎，1968年退伍到了化
肥厂工作，从普通工人一直干到
厂级领导。后来又先后到电石
厂、化工厂担任领导职务，直至
2000年底正式退休。孔凡题从
部队到工厂，从事了一辈子的政
工、领导工作，但喜欢读书的习
惯一直没丢下。过去在单位里
因为忙，没有时间静下心来写东
西，这也一直是他感到遗憾的事
情。退休后，没有了工作的压
力，孔凡题每天除了看电视了解
国内外大事，就是抱着书不停地
读。古今名著、娱乐闲书，他都
会看得津津有味，并乐此不疲。

谈到宝塔诗的创作，孔凡题
说，上世纪八十年代，他曾在报
纸上看到过一首宝塔诗，当时感
到很新奇，就模仿着写了一首，
登在了厂内的黑板报上，这事他
一直没有忘记。大概在2005年
时，他在报纸上看到了唐代诗人
元稹写的一首宝塔诗《茶》和现
代著名作家谢冰心写的一首嬉
戏丈夫的宝塔诗，这种奇特的文
字游戏又引起了他极大的兴趣。

孔凡题说，通过上网查找才
知道，宝塔诗最早的雏形见于隋
朝，在唐代，白居易、裴度、李绅、
元稹、张继等大诗人，都曾创作
过宝塔诗，留下了不少的文坛佳

话。了解了宝塔诗的规律后，这
更激起了孔凡题对这种文学体
裁的兴趣，于是他开始学着古人
的样子进行创作，将身边的人和
事，所见所闻，所思所想，甚至花
鸟虫鱼，山水风景等等，都写进
了他的宝塔诗中，并且尝试着在
古人的基础上有所创新，开发新
的形式。

目前孔凡题已经创作了
200 余首宝塔诗，形式有单宝
塔、双宝塔、倒宝塔、菱形宝塔、
多层宝塔等，内容可以说是包罗
万象。无论是描写大自然，还是
社会民生，都赋予了积极的思想
主题，褒扬正气，针砭时弊，歌颂
真善美，鞭挞假恶丑，均是他真
实情感的流露。如他写的两首
《娘》诗，母慈子孝，感恩思报，情
真意切，很是感人。就是写景状
物，也同样是爱憎分明，充满了
正能量。孔凡题说，孩子们都很
支持他创作，并以他“知足常乐”
的座右铭来自律，让他很是欣
慰。 （记者 孔浩）

七旬老人自费编印诗集

生活点滴写成宝塔诗

一个板凳一张桌 手机贴膜生意好

殷女士一年到头不休息

宝塔诗是古代流传下来的一种文学体裁，写成
后呈上尖下宽的宝塔状，故名宝塔诗。家住市中区
农机公司宿舍的孔凡题老人，近年来喜欢上了宝塔
诗的创作，生活中的点点滴滴都被他写进了诗作，这
个爱好也大大丰富了他的退休生活。 修鞋修车修拉链

走街串巷老牛一干20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