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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业购买图书 邻里阅读交友

小区书屋居民爱去

在滕州市滕阳丽都小区一间
开放式书屋内，近日会集了这样
一群读者：有人专心致志地在那
里静心阅读；有人站在书柜前，找
寻自己合意的图书；还有一些热
心人，将书柜上一本本的书摆放
整齐。

据了解，这间开放式“爱心书
屋”，是前不久小区新添设的。为
了方便居民的阅读，小区自费购
买 500册图书，受到小区居民的
一致称赞。

日前，记者来到滕州市滕阳
丽都小区的“爱心书屋”，看到房
间内共放置着 6个书架，上面摆
满了各类图书，这些图书涵盖了
文学、科学、养生、教育等多个方
面的书籍被分成多类，有不少居
民在此看书、查找资料。“我平时
比较注重养生，这里的很多养生
类书籍我非常喜欢，能来这里免

费借书，真是太高兴了。”正在看
书的刘女士乐呵呵地说。

高尔基说过，“书是人类进步
的阶梯。”然而，在小区内增设“爱
心书屋”，不但能够让人增长知
识，而且让邻里关系变得更加融
洽。居民满先生告诉记者，自从
有了这间书屋，他每天吃完饭都
会来这里看看报纸，翻翻杂志，跟
邻居们聊聊天，特别热闹，而且在
这里还结识了不少书友。“以前小
区很多居民都喜欢在楼下打麻
将、打牌来消遣时间，现在有了

‘爱心书屋’后，很多居民都喜欢
来这儿看书，小区的整体氛围也
愈发变好。”满先生说道。

“这个‘爱心书屋’是为了方
便居民阅读特意开设的，物业自
筹资金六千余元购买了五百余册
图书，图书涵盖了多个种类。它
最大的特点是敞开式、自助借阅、
自我管理，24小时随时都可以来
看书，也可以拿回家看，但是看完
要自觉送回来。”小区物业赵经理
告诉记者，《围城》、《呼啸山庄》、
《鲁滨孙漂流记》这些名著是居民
非常喜欢看的，书屋开设一周，图
书就被居民借走很大一部分，居
民乐意看，我们心里也很开心。

采访最后，赵经理说，“希望
以后居民再借阅图书时做好登
记，看完书后及时归还。同时，居
民也可以将自家的书籍放入书
屋，与大家一起分享阅读的快
乐。”

（特约记者 郭潇繁 文/图）

眼下正值“知了猴”频繁出没
的时期，傍晚时分小区里里外外
总会有捉“知了猴”的居民。家住
薛城区陶庄镇通晟社区的王女士
也喜欢捉“知了猴”，不过这本是
快乐的事，如今却给王女士带来
了不小的烦恼。

“我们小区里有不少树木，因
此‘知了猴’也特别多，一晚能捉
上二十多个。”王女士表示，每逢
傍晚天还没黑的时候，她就带上
捉“知了猴”的装备，一个强光手
电筒、一个塑料小瓶子和一个加
长的丝网。“手电筒的作用自是不
用多说，塑料瓶子是把捉来的‘知
了猴’放进去，而丝网是专门捉那
些爬的比较高的‘知了猴’。”在捉

“知了猴”这方面上，王女士经验
丰富。

在小区里居民一般捉“知了
猴”都会有一片区域，虽然没有明
文规定，但是不能越界去捉的，只

有在对方区域没人的情况下才可
以越界。而王女士的烦恼也正是
因为有人越“界”。

“你怎么来我这里捉了，我天
天都在这里捉，这里本来就不是
很多，你一来就更少了。”王女士
指责的对象是同住一个小区的陈
先生，她与陈先生虽不住在同一
单元楼，但相距不远，平时关系熟
稔。可是在这次的事情上，王女
士一忍再忍，当陈先生再次捉到
一个“本应”属于她的“知了猴”以
后，王女士终于爆发了。

面对王女士的指责，陈先生
一开始冷静反驳，称小区是大家
的共有资源，并非是一个或者多
个人的私有场地，捉“知了猴”更
是如此，不能因为谁经常来这里，
这块地方就属于谁。然而王女士
捉的“知了猴”本来就少，心情烦
躁之下不想过多争辩，竟然伸手
去抢陈先生手里装“知了猴”的瓶

子，陈先生当然不会让她如愿，两
人就此扭打在一起。

幸好周围有邻居，大家赶来
分开二人，在推搡中王女士并没
有受什么伤，但感觉面上无光的
她仍对陈先生充满了厌烦。好在
有邻居从中调解，王女士才发觉
自己的做法有些过分与陈先生握
手言和。随后两人更是达成协议，
以后可以相约一起捉“知了猴”。

（记者 寇光）

捉“知了猴”自划地盘

越界捉上演全武行伤和气

住在薛城区临山公寓的吴
老太太暑期一到，就搬到了儿
子家里，照看孙女。但是在儿
子家的这一周时间里，吴老太
面对孙女和儿媳却是左右为
难。

吴老太的孙女楠楠今年
10岁，虽然年龄不大，但是因
为胃口好、每餐都吃的特别多，
导致体重已经接近90斤，超出
了同龄人的标准体重，甚至比
小区同龄的小女孩重了近一
半。为了让楠楠健康成长，在
医院工作的妈妈为楠楠制定了
暑期减肥计划，不仅为楠楠报
了跆拳道班，还严格控制楠楠
的饮食，拒绝所有零食，每日三
餐也都定时定量。由于楠楠妈
妈工作忙，吴老太就成了减肥
计划的监督者。在吴老太眼里
看孩子并不是件难事，但是当
楠楠减肥计划的监督者却很难
做。

按照儿媳的规定，楠楠的
早饭如果在外面吃的话最多就
是一碗稀饭、一个鸡蛋、荤素蒸
包各一个。但是喜欢重口味的
楠楠却不爱稀饭爱糁汤，吴老
太觉得把稀饭和鸡蛋换成糁汤
并不算多吃，所以就同意了楠
楠的要求，但是每次吃早饭的
时候还没等糁汤放凉，两个包

子已经进了楠楠的肚子。于是
楠楠便装可怜地央求吴老太再
给她买两个包子，看着孙女可
怜的样子，吴老太只能满足孙
女的要求。

前两天楠楠的爸爸买回来
100只“知了猴”，吴老太就把
它们洗洗，腌制了一夜，第二天
中午煎着吃，没想到楠楠特别
爱吃，吴老太一边煎，楠楠一边
吃，一大盘“知了猴”煎完了，却
没剩下几个，一问才知道楠楠
边吃边数，竟然吃下了 46个，
看到楠楠一口气吃了那么多高
营养的食物，吴老太也有些后
悔没控制楠楠。

由于没有严格按照减肥计
划，一周过去了，楠楠的体重并
没有变化，在了解了真实的吃
饭情况后，楠楠的妈妈列数了
一堆肥胖对儿童的坏处，并“批
评”了吴老太的纵容行为，希望
吴老太能为孙女的健康着想，
认真执行她的减肥计划。

吴老太也知道自己的孙女
有些胖，需要减肥，但是面对总
也吃不饱的孙女吴老太左右为
难。“孩子这么小就这么胖，我
也有些担心，但是看着她吃不
饱我还心疼，这看孩子减肥的
活可不好干。”吴老太无奈地
说。 （记者 杨舒）

孙女贪吃体胖 儿媳要其减肥

奶奶当“监督者”左右为难

提起田陈煤矿的张殿磊，他
在工友们眼里可算个“知名人
物”，他酷爱戏曲也擅长小品表
演，工友们看过他的演出后，都被
他风趣幽默的表演逗得前仰后
合。

张殿磊从小就喜欢艺术表
演，2004年，技校毕业的他被分
配到田陈煤矿，每年年底，都有大
量的年轻演员参加单位组织的春
节文化娱乐活动，有舞龙舞狮、划
旱船、扭秧歌、踩高跷等等节目，
以此来装扮节日的气氛，每年单
位一组织表演活动，他总是主动
报名。他首次登台装扮的是“猪
八戒背媳妇”，头次出演便受到同
事们的喜爱，参加完节目之后他
觉得既新鲜又好玩，就这样一下
子不能自拨了。渐渐地，大家都
知道这个个子不高，胖胖的小青
年张殿磊，喜欢他的工人师傅们
给他取了一个亲切的名字——

“演员”。
刚开始，只要参加完单位组

织的演出，张殿磊收到的并不是
“鲜花”，而是不明就里的同事对
他的冷嘲热讽：“人家都不去演，

你去演逞能呗！还把自己当成真
正的演员了……”每次听到这些，
张殿磊心里总是充满矛盾，“不演
了”的念头也经常在他脑海里打
转，不光如此，他担任单位的文
书，平日里需要干的工作很多，要
想参加演出必须加班加点的工
作，有许多次他都下定决心不再
参加演出，但是每次看到同事们
被自己的演出逗得合不拢嘴，他
又重新回到了台上。

“记得有一次，他为了表现出
逼真性，在台上来了一个前扑动
作，由于地板太硬，他的膝盖骨被
生生的磕在了地上，但是他并没
有表现出来，强忍着疼痛演完了
接下来的节目，事后我们才知
道。”一位经常和张殿磊一起合作
的工友表示。事实上，每次一轮
到张殿磊上场，就会引起台下观
众一阵阵的骚动，同事们都很喜
欢他，尽管没有优美的语言和华
丽的衣着，操着一口本地的方言，
但不专业的动作，加之无厘头的
搞笑，总是让工友们笑得前仰后
合。

“职工的笑声是我最大的幸

福，是他们的笑声鼓舞着我前
进。”张殿磊如是说。当记者问他
还记得自己演过多少部作品吗？
他挠了挠头笑着说，自己也不清
楚到底演了多少部作品，扮演过
多少角色，反正自己演过的作品
能够刻满两个光盘，男女老少他
都多少演过。有人调侃：“不用上
台，他本身的长相就是一个笑
点。”调侃归调侃，但张殿磊却不
以为然，总笑呵呵地说，别人是在
夸他呢。

尽管受到种种非议和不理
解，但张殿磊还是在每次身心疲
惫的工作之后选择义无返顾的去
排练、演出，一句调皮的话，一个
诙谐的动作，驱散了同事们身上
的疲惫和不快。尽管张殿磊没经
过专业的训练，没有专业的剧本，
他就自己写，没有专业的演员，他
就自己找人来演，所以，几乎每次
他都要更换搭档，每次都要慢慢
地磨合，一场演出往往需要半个
月甚至是一个月的时间，可不管
遇到什么样的麻烦，他总能凭着
自己的一腔热情化解。
（记者 张莉萍 通讯员 蒋振华）

操着方言演小品 戏曲表演也拿手

“胖小伙”是工友们的开心果

7月11日晚，著名蒙古
族歌手乌兰图雅在薛城区香
江社区，为居民们演唱了《套
马杆》，接下来众多明星轮番
上阵，现场汇成了歌的海洋，
舞的世界，让市民在夏日享
用了一场视觉盛宴。图为杂
技表演。

（记者 岳娜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