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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滕州市有这样一位老人，每天骑着
三轮车，满载修马扎的工具和材料，到社
区、到公园，走街串巷，为市民修马扎。

他叫朱绪杰，今年 76岁。当谈起他
为什么修马扎时，他笑着说：“我看到有
的市民家里的马扎坏了，没有地方修理，
有的扔了太可惜，我闲着没事的时候，就
自己学着把家里坏了的马扎进行修理，自
己买点尼龙绳学着编，我原来学木匠，有
木工的基础，马扎的腿坏了，我也能敲敲
砸砸。”从那开始，朱绪杰老人购买了钳
子、螺丝刀，斧子、锯等 10 多种工具，
开始修马扎，他开始是骑着自行车修马

扎，后来骑着三轮车到社区、到公园，还
到微山县、邹城市及滕州市的大坞镇、西
岗等地走街串巷，风里来雨里去修马扎。
有一次骑着电动三轮车到微山县的乡镇修
马扎天突然下了大雨，电动三轮车进了
水，导致车发动不了，只能推着走，在雨
中老人推了 4 里多路。编修马扎看着容
易，实际上是一件不容易的活，据老人介
绍，编一个小马扎如果只编绳的话得用1
个小时，还得选好材料，编出花样，如果
修理需要换腿和牚，还需要有木工技术，
花费2、3个小时才能修理好。

“现在这样的活没有人干了，年轻人
都不愿意干，觉着挣不到钱，但是这手艺
还是不能失传，还得有人干。”朱绪杰老
人说道。“我这几天正在到处找修马扎
的，就是找不到，今天可找到了，我家的
马扎坏了多天了，修修还能用几年，扔了
太可惜了。”市民李女士拿着坏马扎给朱
绪杰老人说。市民王先生告诉记者：“这
位老人经常到我们这里修马扎，服务热
情，马扎修得好，市民都愿意找他修理，
现在如果没有修马扎的还真是不行，不能
一坏就扔了吧，这样的手艺不能缺，市民
需要他，你看，这一小会来了好几位修马
扎的，他们都等老人几天了。”这时已经
到中午 12点多了，朱绪杰老人顾不得吃
饭继续为市民修马扎。“我修马扎不是为
了别的，就是为了市民方便。” 朱绪杰老
人修着马扎笑着说。

（特约记者 侯志龙 文/图）

7旬老人走街串巷修马扎
收费不多只为方便市民

市中区的邱女士开了家花店，每天都
有不少人到她的花店看花、买花，近日，
有位顾客在邱女士的花店里挑来挑去，选
了很多盆花最后却一盆都不买，让邱女士
很是生气。

当天早上邱女士刚打开店门不久就有

位女士来到邱女士的店里，“她在店里转
了一圈，边走边看还不停地问我这盆是什
么花，那盆是什么花，我就一个一个地给
她介绍，后来她就选了几盆花让我给她拿
出来放在一起。”邱女士说这位女士挑完
花以后并没有急着付钱离开，而是坐在店
里和邱女士聊了起来。“她莫名其妙说了
很多话，说什么她经常买花，哪里的什么
花店她都去过，她还很会养花，什么样的
花都能养的特别好看。聊了半天，后来她
说她还有事，挑的那些花先放在店里，等
她中午忙完了再过来拿。”邱女士说当时
她也没多想就把这位女士挑选出来的花放
在花架旁的地上，等她中午来取。

“中午这位女士来店里取花，她把电
动三轮车停在店门口，也没下车，让我把

她选好的花拿出去给她。”邱女士说，她
把花拿出去后该女士看了看就说那些不是
她早上挑出来的花，“她说我把她挑好的
花调换了，这些花都不如她早上挑的那些
花好看。”邱女士说她觉得莫名其妙，跟
该女士解释说每盆花长得都不一样，每个
人喜欢的也不一样，她觉得好看的花别人
未必觉得好看，所以她也没必要调换挑好
的花。

“可她就说我调换了她的花，也不听
我解释，最后直接就说花她不要了。”邱
女士说。当时邱女士很生气也没再说什
么，就把花拿了回来。“真是开门做生
意，什么样的人都能遇见。”邱女士无奈
地说。 （记者 李佼）

怀疑被调包 挑好的花不要了
遇到这样的买主 店家只有郁闷

近日，针对部分小区小广告泛滥的情况，滕州市城管执
法队队员和志愿者一起，对荆善南苑小区内乱张贴的小广告
进行清理，还小区一个优美的居住环境。（记者 李佼 摄）

晚报讯 （记者 刘一单 通讯员
刘晓光 史忠翰）辛庄小区由于建成
年代较早，一直没有路灯。夏天还
好，自从秋至过后，天黑得早了，有
些下班晚的居民回家的时候都要格外
小心，特别是遇到雨雪天气，经常因
为看不清路，出现路人摔倒的事情。

社区网格员小刘在入户走访的过
程中了解到，居民迫切的需要社区里
安装路灯，解决社区夜间亮化这一问
题，小刘及时通过区网格管理平台向
辛庄社区支部书记进行汇报，并和社
区工作人员一起进行了实地察看，随
后辛庄社区安排网格员小刘对辛庄小
区需要安装路灯的地段进行统计，重
新进行了合理布局。

“这不，我前两天才刚和小刘说
完晚上出入实在是不方便，能不能给
我们安几个路灯。这不五个崭新的路
灯就已经给我们安装完了，昨天晚上
就已经亮了。这办事效率也太高了，
我们街坊邻居最近聊天的时候都在夸
咱社区呢。网格员们上门来问我们生
活上有没有什么难处，我们这边一说
完，紧接着就给解决了。”社区居民
王女士拉着小刘的手高兴得合不拢
嘴。

网格员协调

辛庄小区装上路灯

“常喝豆浆身体好，可过滤出来
的豆渣怎么吃啊，直接倒掉多浪费
啊。”近日，家住市中区幸福小区的
陈女士在和邻居聊天时听邻居说起豆
渣的事，陈女士就向邻居介绍起她用
电饼铛做豆渣煎饼的做法。

陈女士平时在家也经常用豆浆机
打豆浆喝，但打出来的豆浆会产生很
多豆渣，陈女士说以前她都是把过滤
出来的豆渣炒着吃，可吃的次数多了
就腻了，后来她看到电视上介绍做土
豆饼的，就想着用豆渣做豆渣饼吃。

陈女士把过滤出来的豆渣加些面
粉和水拌匀，再倒进电饼铛里，用木
铲慢慢摊平，等看到豆渣饼有些发
黄，四周有些卷边就可以揭下来了。

“刚开始做的时候也不容易，有
的地方摊不匀，做出来的煎饼就有的
地方厚有的地方薄，根本不成型。”
陈女士说。经历多次失败后，陈女士
开始不断尝试改进。后来越做越好，
还在豆渣里加些鸡蛋或者萝卜丝、土
豆丝，再加些葱末、姜末做豆渣鸡蛋
饼吃。陈女士向邻居介绍说，“豆渣
鸡蛋饼颜色金黄，吃起来口感也比较
松软。而且豆渣营养丰富，稍微一加
工就可以做出营养美味的面点，在家
里做着吃经济实惠还卫生。”

（记者 李佼）

豆渣不浪费

巧手做煎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