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前，文化路街道组织各社区工
作人员，对辖区内垃圾和各类乱搭乱
建等进行集中清理。（记者 刘一单
通讯员 吴琛 葛玺 摄）

贴烧饼为谋生 写诗是追求

“烧饼诗人”抒发不一样的情感

晚报讯（记者 张琛）高层的
小区内都有电梯，但经常有人把
电动车、自行车推进电梯内，不仅
占空间让人不方便使用，还存在
安全隐患，这让很多市民反感。

13日，家住市中区和家园小
区的市民刘女士反映，正赶着上
班时间，在电梯口前几位居民正
在等电梯，其中一人推着电动
车。电梯门打开后，该居民赶紧
把电动车推进电梯，占去了大部
分空间，刘女士上不去了只好等
待下一趟。

家住市中区道南里小区的侯
先生称，他住的小区也经常出现
这种情况，“电梯的空间能容纳八
九个人，遇到上下班高峰期，一旦
有人把电动车推进电梯，就会耽
误不少人的时间。”侯先生说，有
一次他看到一位业主推着电动车

进电梯，不小心扭动了电动车开
关，车子“噌”地蹿出去撞上了电
梯内壁。

在和家园小区，记者正巧碰
到一名业主推着电动车进电梯，
据了解，该业主住在8层，该业主
表示，“我也不想这么麻烦，我家
的储藏室里面装不下电动车了，
为了安全和充电方便，只能天天
推上楼。”在他所居住的8层停下
后，他小心翼翼地将电动车推出
电梯，放在自家门口，因楼道狭
窄，一辆电动车几乎占据了住户
门口整个的公共空间。

“车堵着路，万一有个火灾，
真是大隐患。”该小区一住户希望
物业能在电梯门口设置一些警示
标示，或者逐渐完善小区内充电
等配套设施，让居民能自觉有序
地在合适位置停放电动车。

电动车“霸占”电梯

邻居上下不方便

晚报讯（记者 张琛）“想不
到这么一小手机，能耐可真大，又
能语音视频还能买东西，咱一把
年纪也赶了趟时髦！”近日，家住
枣矿五处的谢大妈说起这两天玩
手机的新鲜劲儿。前段时间，谢
大妈的女儿给她买了一部智能手
机，现在谢大妈不但会用手机聊
QQ、看小说和新闻，还会用微信
玩转朋友圈。

说起微信，谢大妈打开了话
匣子。有段时间，发现 QQ上的

“亲朋好友”渐渐不出现了，就喊
来女儿为她解惑，女儿小赵说现
在大家都转战“小屏幕”，在手机
上用微信联系了。于是，女儿专
门为她购买了一部大屏幕智能手
机，为她下载好各类软件，没想到
谢大妈一上手便对这个新兴事物
乐此不疲。

谢大妈心脏不好，腿脚也不

方便，不太适合户外活动，几乎每
天都“宅”在家。起床吃过早饭，
她都会坐在沙发上看一看新闻，
刷一刷朋友圈，品读一下时事评
论；琢磨一下各类养生帖；转发一
下防骗提醒帖……

“微信最大的好处是可以手
写输入和语音短信，解决了我们
老人不会拼音打字的问题。”谢大
妈看到孙子发来的晚餐图片，就
会对着手机吼一句：“做得不错，
看上去很好吃！”平时谢大妈总会
用微信与三五个老友唠家常，最
绕不开的话题就是子女，都会在
不经意间吐露子女对自己的孝
心，对于刚刚接触微信不久的他
们而言，朋友圈对他们充满了新
鲜感，而这里也成为他们展示子
女孝心的新平台。“将这些图片晒
到朋友圈，更多的是一种幸福，孩
子孝顺是我们的福气！”谢大妈

说。
“以前我妈连短信都不会发，

自从最近给她注册了微信号后，
只要一有空闲，她就会上微信分
享一些文章，也会给我们留言，还
经常用微信和身边的老友约好去
散步逛街，生活别提有多丰富
了。”女儿对母亲玩微信非常赞
同。

小赵说，在妈妈的影响下，爸
爸也玩起了微信，爸妈每天在朋
友圈关注自己的动态，每次看到
爸妈发来的微信，看到他们的留
言，她都觉得很温暖。

女儿送来智能机 朋友圈里晒幸福

谢大妈晚年生活不寂寞

晚报讯（特约记者 金亮）在
滕州市荆河东路上有一个烧饼
铺，一对夫妻每天都在这里贴烧
饼卖。这个烧饼铺的男主人叫赵
明勇，在这附近也算是小有名
气。因为他干着两件毫不相干的
事情而且做得都不错，那就是贴
烧饼和写诗。闲暇之余赵明勇就
写诗，时间久了，附近的人都知道
他会写诗，于是大家叫他“烧饼诗
人”。

赵明勇 1974年出生在云南
的一个小县城，祖上是都是彝族
人。3岁时，由于父母工作原因，
赵明勇跟着家人来到滕州，此后
便一直扎根于此。上初中时，赵
明勇认识了恩师王延奎，并跟他
学习写诗，从此受益终身。“那时
候王老师教我语文，为了提高阅
读能力，王老师便找来报纸让我
读。由于王老师也写诗，那时候
他的诗经常在《枣庄日报》上面发
表，有一次我读到了，便被那美妙
的诗句所吸引，从此就爱上了写
诗。”赵明勇说。打那以后，他便
常常找到王老师求教，而王老师
也喜欢求知欲强的学生，于是便
答应了他的请求。

三年以后赵明勇毕业，王延
奎老师告诉他，“师傅领进门，修
行在个人，你以后也得常常练习
写诗才行。诗歌的创作主要靠灵
感，而灵感又来源于生活，所以要
有一颗爱生活的心，无论什么时
候都要做到不骄不躁。”这些话让
赵明勇受益匪浅，从此他便朝着

“做个快乐的人”方向努力。
1992年，赵明勇的父亲去世

了。母亲的身体不好，大姐已出
嫁，大哥有些智力障碍，这个家庭

的重任便压到他的肩膀上来。“当
时我对生活已经绝望了，但后来
想起王老师的话，便鼓起勇气坚
强的面对生活。”赵明勇说。

那几年，赵明勇干过电焊工
修过自行车一直忙碌着养家糊
口，但爱写诗的习惯却也没落
下。“那时候白天我干活，晚上就
在家里写诗，从未间断过。”赵明
勇说。经过不懈的努力，终于在
1996年得到回报。那一年，赵明
勇凭借一篇诗歌《山里人》，荣获
全国桂花诗歌大赛三等奖。“这次
获奖对我的努力是个认可，同时
也激励着我继续前行。”赵明勇
说。

2010年，赵明勇跟姐夫学贴
烧饼，学成归来后，和妻子租了个
小门面房开始贴烧饼卖。“现在我
每天早上 4点钟就得起床发面，
等面发好了就开始贴烧饼，一直
忙到晚上8点多钟才回家。”赵明
勇说，虽然时间比较紧张，但是诗
还是得写。在烧饼铺里写诗，也
能让他陶醉其中。

赵明勇说：“写诗最大的好处
是可以抒发自己的情感，我很喜
欢这种感觉，这是我一生的追
求。”

晚报讯（记者 王萍）1月11
日上午10点半，家住市中区文化
二村的李先生家院子中的防晒顶
棚出现了一个大窟窿，这让年近
六旬的李先生吓了一大跳。顶棚
被砸得粉碎，地面上满是泥土以
及花盆碎片。

当日下午，记者看到李先生
家院中的顶棚被砸坏了两处，地
上的碎片虽被李先生扫成一堆，
但仍可以分辨出是一个破旧的花
盆和已经枯萎的干花。李先生显
然怒气未消，据他介绍说：“当时
我在院子西头洗衣服，而防晒棚
位于东面的晾衣架上，当时砰的
一声吓坏了我，我过去一看，发现
顶棚被砸出两个窟窿，而且窟窿
底下落满了花盆碎片。不知道谁
干的，这叫什么事儿啊。”李先生
不停念叨，“到底是谁砸的顶棚？”

“花盆高空坠下才会砸成这样，估
计是楼上邻居家花盆不小心掉下

来砸坏的。”邻居说道。
李先生不信，总觉得肯定是

有人故意这么做的。于是，李先
生准备上楼去问问楼上的几家住
户，看看是不是谁家花盆不小心
掉下来了。因为当时是下午三
点，只有两户在家，而且都否认不
是自家花盆掉落。

这时有人敲门，“阳台上的花
盆掉下去了，不知道有没有砸到
人？”原来，四楼的华女士平时爱
好养花花草草，阳台上摆放着各
种各样的植物，就连防盗网上也
摆了一排。由于防盗网上没铺木
板，盆景植物直接放在防盗网上，
风一吹，花盆较小的仙人掌就从
栅栏缝隙中掉了下去。

“这太危险了，你要在防盗网
上养花，就要在上面铺一块厚木
板。”周围邻居赶紧提醒。对此，
华女士一边道歉并答应索赔，一
边承诺尽快铺上木板。“吓到了李

先生，是我的疏忽真是不好意
思！”华女士说。

事情的前因后果明朗后，华
女士对李先生夫妇进行安抚。得
知只是一个意外，李先生松了一
口气，情绪也才平复下来。“花盆”
事件告一段落，李先生并没有到
此为止，李先生一再强调高空坠
物如果砸到人可就麻烦了，他挨
家挨户叮嘱，以防再发生类似险
情。

上午一声响顶棚被砸出窟窿

阳台花盆是“罪魁祸首”

晚报讯（记者 董艳）马上就
要到寒假了，对于学生们来说，最
紧张的莫过于准备期末考试了。
家住薛城区的张先生为了让孙子
期末考试的时候有个好成绩，给
出另类鼓励法，却让儿媳刘女士
有些难以接受。

刘女士的儿子今年上小学三
年级，学习成绩在班里还可以。
刘女士和丈夫对孩子的要求并不
苛刻，在他们眼里，只要孩子开心
快乐，学习成绩还可以就很知足
了。可是张先生的看法和儿子儿
媳不同，在他看来孩子考满分最

好。为了让孙子有动力学习，早
在一个月前，张先生就在饭桌前
给孙子承诺，只要这个学期期末
考试其中有一个学科考了满分就
能拿到奖励。奖励是一科满分给
一千元，两科满分就奖励两千元，
以此类推。

起初，刘女士还以为公公只
是随口一说，也没有把这句话放
在心上。在孩子接近期末考试的
前夕，张先生又提起了这件事，而
且这次还正式地告知了孙子。虽
然刘女士理解公公这是好心，但
是对于这种奖励方法，刘女士难

以接受。“让孩子好好学习，有很
多种奖励，没必要非要把孩子的
学习和金钱扯上关系，况且孩子
学习全靠自觉，在我看来，不自觉
的学习只会适得其反。”刘女士表
示。

虽然刘女士曾试图和公公沟
通过，希望公公可以换种奖励方
法，可是公公谁的劝告也不听，执
意如此。对此，刘女士很是担心，
担心孩子会因为公公的缘故，学
习成绩上去了，却养成了坏习惯。

单科满分奖励千元以此类推

公公的做法儿媳不赞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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