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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过花甲之年的贺文珍住在
台儿庄区泥沟镇姚庄村，自从
1977 年结婚就和婆婆生活在一
起，不知不觉 38年过去了，婆媳
俩从未红过一次脸、吵过一次嘴。

贺文珍和丈夫姚洪福结婚不
久后，公公因病去世，丈夫在中学
教书比较忙，家里承包了近 8亩
责任田，还有个刚满周岁的孩子，
贺文珍承担起了这一切。每天早
上，她就悄悄地起来，喂猪、喂羊、
打扫卫生，然后烧火做饭，再为婆
婆冲好鸡蛋茶，而自己只是简单
地吃上几口，把孩子托付给婆婆
后，然后去田地里忙农活。晚上，
吃过饭，她刷锅刷碗，喂猪喂羊地
忙活一通，再把一家老小的衣服
洗好。婆婆看到儿媳整天忙得连
轴转，想帮着料理一下家务，但贺
文珍见了总是制止，并笑着说：

“娘，您只管看好孙子，我忙得过
来。”

后来，丈夫姚洪福在学校被
提升为校长，由于工作原因，十天
半个月回家一次那是常事。为了
解除丈夫的后顾之忧，农忙时，贺
文珍卖掉家里的猪羊，又从娘家
搬来“救兵”，不误农时，及时收

种。婆婆看到儿媳辛苦很心疼，
她拉着儿媳的手说：“孩子，咱娘
俩换换吧，你看你又黑又瘦的，娘
这心里不好受啊！”可贺文珍总是
给婆婆宽心：“娘啊，我可舍不得
给你换工，我还得练练身子骨，到
时候为您抱重孙子呢。”

1987 年婆婆患上了慢性肠
胃炎，丈夫工作忙帮不上她，贺文
珍就用独轮车推着婆婆四处求医
问药。后来听说离家十里之遥的
村子，有个医生治疗这种病效果
较好，她就推着婆婆天天去那里
去打针。这一打就是二十多天，
婆婆的病情好转了，可是她的鞋
磨破了底，脚磨起了泡，因劳累过
度发起了高烧。

在生活上，贺文珍对婆婆的
照顾更是无微不至。婆婆喜欢喝
羊肉汤，可是牙口不好，她就买来
羊肉用文火把肉炖烂。婆婆想吃
炒肉片，她就先把肉煮好再炒。
婆婆想吃擀制的单饼、韭菜盒子，
她就为婆婆做，看到婆婆每顿饭
都吃得又香又甜时，她心里总是
有一种自豪感和幸福感。

2006年夏天，婆婆上厕所时
摔倒，造成大腿骨折。贺文珍就

守候在婆婆身旁悉心照料了三个
月。在她精心照料婆婆期间，她
自己84岁的母亲也卧病在床，婆
婆时常劝她去尽尽孝心，可她却
说：“等您好了，我再去伺候我娘
就是了。”谁承想，还没等她去尽
孝，母亲就去世了。

如今，婆婆已是 99 岁高龄
了，耳不聋眼不花，精神矍铄。逢
年过节，儿孙们济济一堂共同举
杯祝福老人健康高寿的同时，更
多的是为贺文珍表示敬佩和感
激。眼下，贺文珍也已成为两个
儿媳的婆婆，她的儿媳正怀着崇
敬之情把她延续了 38 年的婆媳
情发扬光大，继续谱写婆媳情深
家庭和谐的赞歌。

（特约记者 张严新）

相处三十八载从未红过脸

婆媳情深成儿孙好榜样

“每天晚上 7 点，我们就会
准时来到体育场健身锻炼，这里
场地宽敞，地面平整，是我们‘快
走’成员健身锻炼的好去处。”近
日，在市中区体育馆的体育场里
锻炼的马女士说。

吃完晚饭后，马女士会和家
人来到体育馆里锻炼。“以前不
知道体育场对外开放，现在知道
后，便和家人天天来此锻炼，体
育场的开放让更多的市民来此
健身，这里是个很不错的健身场
所。”马女士认为，随着生活水平
的不断提高，参与健身活动的市
民越来越多，注重身体锻炼的人
也越来越多，工作再忙也会尽量
抽时间锻炼。

据市体育场的负责人介绍，
体育场的免费开放不仅对市民
有利，还能推动全民健身发展。
体育场成了市民跳广场舞、跑步
等健身项目的首选之地。“现在
市民的健身意识很强，对运动健
身场地的需求也日渐迫切，每天

从早到晚都有来这里运动健身
的人。针对市民的需求，市体育
场每天都有固定的开放时间，晚
上 6点到 9点可以来此锻炼，现
在来此快走锻炼身体的市民已
形成一定规模，很多队伍一晚上
要走上 25 圈，也就是每晚十公
里。平日白天体育场里人比较
少，晚上前来锻炼的市民比较
多。”该负责人说。

“由于平时上班较忙，晚上
下班之后运动锻炼放松一下，出
一身大汗，真舒服。现在体育场
对外开放对市民来说真是个大
好事。”经常来此锻炼的王先生
说。随着“快走运动”人群日渐
庞大，多数市民都有同样的感
受。“我每天下班吃过饭后，专门
开车过来快走锻炼身体，走完之
后再开车回家，之所以来这里，
是觉得这里比较安静，环境视野
也好，一来到这感觉健身氛围特
别浓厚。”今年43岁李女士说。

（记者 王萍）

体育场免费开放

一起去“快走”吧

前几天，小帅看到邻居家的
小伙伴拿着一个新款玩具，非常
喜欢。晚上回家，小帅就想让妈
妈给他买那款玩具，刘女士没有
答应，因为小帅今年 6岁，上一
年级了，刘女士想让小帅收收
心，好好学习。向妈妈要玩具失
败后，小帅又开始向爸爸要，一
番殷勤讨好之后，小帅的爸爸却
说：“爸爸没钱，钱都在妈妈那
里，给你买玩具爸爸没意见，但
是得让你妈妈买。”

刘女士以为小帅要玩具失
败后，过一会儿就忘了。没想到
小帅先是在沙发上坐了一会儿，
一言不发，然后他眨着眼睛对刘
女士说：“妈妈，你不给我买玩
具，我可以自己买，因为我也有
钱。但是我想了一下，一个玩具
只要十八元，我的钱是一百元
的，我想给你一百元然后你给我
买玩具，剩下的钱都给你了，这
样你可以给我买玩具吗？”说着，

小帅就要去拿他的压岁钱。
刘女士愣了一下，没想到 6

岁的儿子竟然会有这样的想
法。讨价还价，还做“生意”，刘
女士感觉儿子真的不能小看，6
岁的小孩为了得到玩具，他在用
自己的方式和大人谈条件呢。
刘女士阻止儿子去拿压岁钱，她
同时也答应了小帅给他买他想
要的玩具。

刘女士决定要和儿子好好
聊一聊，教他怎么使用自己的压
岁钱。 （记者 张琛）

“新年过完了，家里还有几挂
鞭炮到现在还没燃放，只能找个
地方妥善放好。”家住市中区光明
路的李先生说。李先生在年前赶
大集的时候，计划着除夕晚上要
燃放一挂大的鞭炮，年后家人朋
友团聚也要放上几挂助兴。为了
以防鞭炮不够，他又多买几挂预
备着，期待着新年燃放鞭炮以图
新年有个好的开始。

今年除夕夜，当新年的钟声
快要敲响时，李先生就把最大的

一挂鞭炮拿了出来，准备下楼燃
放，这时孩子和家人都劝他不要
燃放，“放炮不仅影响周围邻居，
而且还污染环境，于是我也改变
了主意，能不放就不放了，所以过
完年，家里还剩几挂。”李先生说。

据了解，过完年不少市民家
里都有没放完的鞭炮。“我家几乎
每年都有这样的情况，一般都是
直接放到小孩子够不到，家里人
也极少触碰的地方，一放就是一
年。但是不知道这样放置到底安

不安全。”市民张先生说。
一家专营烟花爆竹的店主

说，“家里如果有剩下的鞭炮，一
般是要放到干燥通风的地方，家
里有小孩子的要放到小孩子找不
到的地方。如果鞭炮有损毁的
话，那么就应该及时处理掉。要
是剩的较多的话，可以找专门储
存鞭炮的地方请其代为保存。在
家里储存一定要注意安全。”

（记者 李帅）

今年放炮少 鞭炮剩得多

家中妥善存放 小心变“炸弹”

想花压岁钱先征得家长同意

6岁娃买玩具和爸妈讨价还价
家住市中区翡翠城的小帅今年收了两千多元的

压岁钱。小帅要求压岁钱由自己保管，母亲刘女士
无奈地答应下来，但是要求小帅，钱不能随便花，每
次用前都必须征得父母的同意。小帅同意了，刘女
士给小帅买了个钱包，让他专门装他的压岁钱。

想花压岁
钱，先经过我
们同意。

“花草树木是人类的好朋友请爱惜它们”，在市中区
御璟东方小区的绿地上竖立着这么一个提示爱护绿地的
警示牌。然而在这个警示牌旁边，就停有一辆车，如此停
车实在不妥。 （记者 刘一单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