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缝衣服 改裤脚 换拉链 修鞋样样行

婆媳搭档心有灵犀受欢迎

12月17日，滕州市红十字会尚善志愿者服务队来到滕州
市羊庄镇下黄沟村小学为留守儿童捐赠了科普书籍、学习用品，
为孩子们讲解有关的交通安全常识，并和留守儿童一起游戏。

（特约记者 侯志龙 摄）

都说远亲不如近邻，家住
高新区东山华府小区的居民陈
先生切实感受到了来自邻居的
温暖。陈先生喜欢吃水饺，虽
然商店内出售的速冻水饺相当
便利，但是对于他而言，还是自
家包的水饺更解馋。虽然喜欢
吃水饺，但是陈先生却不会
包。“以前家里的水饺都是妻子
和妈妈包的，如今妈妈在外地
的姐姐家帮忙照顾孩子，妻子
也有了身孕，我已经两个多月
没有吃水饺了。”陈先生说。

在陈先生的影响下，妻子
也想吃水饺了，可是妻子有孕
在身不方便包饺子，陈先生无
奈地在社区 QQ群里抱怨，不
过这句抱怨让有心的邻居看到
了。18日中午，陈先生休班打
算带着妻子去水饺店解解馋。
陈先生正准备出门时正巧邻居
来敲门，只见邻居端着刚刚煮
好的水饺，给陈先生送来了。

看到眼前的这一幕，陈先
生感到有些不可思议。没想到
因为自己在社区群里的一声抱
怨，却让邻居如此上心。邻居
送来了两盘水饺，看着热腾腾
的水饺，陈先生和妻子很是激

动。
自从搬进小区后，小区里

的邻居陈先生几乎不怎么认
识，对于这位邻居也是如此，

“都说住在楼房里，邻居们之间
的感情都淡了，但是这位邻居
的举动直接让我感到了住在楼
房里暖暖的邻里之情，真是处
处有温情。”陈先生说，这次的
事情让他和妻子解了馋，也因
为此事，两家的关系也融洽了
许多。

“邻里之间相处就是如此，
也许一个温暖的举动就能拉近
彼此之间的距离，对于他们来
说，可能是一件小事，可是对于
我们来说，有可能就会成为联
系我们的纽带。”陈先生说。

（记者 寇光）

晚报讯（记者 马高超 通讯
员 崔颖瑞 王程程）前段时间，家
住市中区龙凤里小区的李先生家
中墙壁渗水严重，导致地面湿滑，
老父亲还因此摔了一跤。

据李先生介绍，龙凤里小区
是老旧小区，建成 20余年了，他
所住的楼房是两户改为一户的老
房子，家中没有独立卫生间，在每
层楼中间位置有两个公共洗手
间。由于年代久远，下水道排污
能力差，十多年来李先生所在单
元的十多名居民集资将南侧洗手
间的总管道封堵，大家统一使用
北侧的洗手间。可前一阵子，单
元楼内来了一位新租客，因不知
该楼洗手间的具体情况，该租客
自打住进来，就一直使用南侧的
洗手间洗澡、洗衣服，脏水囤积后
全部渗透到楼下李先生家，没过
几天，李先生家的墙壁就开始出
现渗水的情况。

起初，李先生家的墙体只是
湿了一小块，因之前发生过类似
情况，所以并没有在意，可没想到

又过了几天，渗湿的面积越来越
大，墙面也开始发生掉皮的情况，
甚至地面都已经出现了积水。李
先生说，父母都上了年纪，老父亲
还在此处滑倒了。由于该墙面是
整栋楼的承重墙，如果经过长时
间浸泡，后果不堪设想。

这期间，李先生曾多次找到
这名新来的租客，就此事对其协
商，可一直没有结果，该租客仍旧
使用南侧的洗手间。无奈，李先
生找到了社区工作人员，在工作
人员协调下，这名租客最终同意
了李先生的意见。

墙面渗水地面湿滑人摔倒

楼上洗手间漏水苦了楼下住户

家住市中区文化路附近的 5
岁男孩小伟是个聪明伶俐的孩
子，最近因为老学土话把家人愁
坏了。

前几天，父母带着小伟去医
院看望一位住院的亲戚。因车辆
太多，按照医院规定进入的车辆
需要在医院门口排队等待，医院
门东旁一个卖熟玉米、八宝粥的
货摊喇叭叫卖声吸引住了小伟，
只听喇叭里不断地大声播放，小
伟听了叫卖声很是好奇，立刻跟
着学“八宝粥、热玉米、花生奶”的
土话，在等待进入医院的半个小
时的时间里，土话已学的一模一

样。
刚开始小伟的父母没在意，

可是慢慢地有些担心了，因为孩
子回到家还是重复这几句话，并
且开始学小区大爷大妈说“你揍
嘛去”、“我佛不去斗不去”、“戳户
篓子”等土话。这一下小伟的父
母着急起来，孩子从 2岁接受早
教，学了一口流利的普通话，让父
母觉得很高兴。没想到，就听了
一番叫卖声，“喜欢”上了土话，这
样下去，会严重影响上学后学习
汉语拼音啊。

小伟的父母对孩子进行教育
后，在家里反复播放普通话诗词

歌曲给孩子听，并且约定，只要孩
子在跟前，一家人必须说普通
话。过了两天，孩子终于不说土
话了，一家人才松了口气。

（记者 邵士营）

小贩土话叫卖 顽童跟着学说
家长反复教育孩子才改正

想吃水饺不会包

邻居煮好送上门

今年 58岁的王新华从十多
年前就到滕州市里干缝补衣服等
手艺活，后来她将这手艺又传承
给了儿媳妇陈亭，婆媳一起干裁
缝活儿。“我25岁时学过裁缝，有
点基础，后来我就边学边干，在赵
王河小区为大家服务，开始的时
候很不适应，还怕同学朋友们看
见笑话，不好意思。后来慢慢地
就习惯了，大家找我干活也很尊
重我，我给他们缝补好了还谢谢
我，现在很多年轻人都不愿意干
这行，可是人人都离不开它，所以
我会继续干下去，现在不光我干，
我儿媳妇也干，我们婆媳很默契，
虽然辛苦但是生活很幸福。”王新
华一边缝补衣服，一边高兴地告
诉记者。

为了干好缝缝补补的手艺
活，王新华她们吃了很多苦，因为
长期在外缝补衣服，特别是冬天，
她的十个指头都裂开了血口子，
十指连心，疼痛难忍。有时为了
给居民缝衣服连饭都顾不上吃。
有一次，一位70多岁的老人来找

她缝补衣服，这位老人的孙女有
重病经常住院花费很大，家里生
活很困难，当王新华得知情况后，
她便免费服务。

多年来，王新华服务周到，质
量好，十里八乡及附近很多小区
居民也来找她们缝补衣服。“她们
婆媳干活可好了，服务热情，对人
真心实意，我们都愿意来这里缝
补衣服，特别是她们心灵手巧，什
么活都会干，婆媳俩就像亲娘
俩。”家住赵王河小区 67岁的王
女士说道。

（特约记者 侯志龙 文/图）

12月18日，在滕州市赵王河小区内，一位50多岁

的女士和一位30多岁的女士正在为小区居民缝衣服、

改裤脚、换拉链、修鞋，有不少居民来这里找她们缝补

衣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