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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爱心人的捐助
今年能过个好年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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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滨州

本报1月29日讯(记者 赵树行
王晓霜) 蒸馒头、包水饺……29

日上午，刘进忠老人乐正呵呵地在
院子里来回忙活。老人说，“这么多
人帮助我们，日子过得有盼头了，这
年一定过好。”

2012年11月22日，本报刊发刘建
旺与爷爷刘进忠相依为命的报道后
(详见2012年11月22日C03版)，他们
陆续收到七千余元的捐款。不仅如
此，小建旺所在的学校也决定减免他
的相关费用。爱心齐聚，让原本濒临
绝境的家庭重新燃起生活的希望。

春节将近，老的老，小的小，这
一家怎么过年？带着这些担忧，记者
又一次来到惠民李庄镇大刘村。刚
走进刘进忠家的大门，记者便看见
他抱着一堆柴火往屋里走。见到记
者，刘进忠满脸堆笑，他说今天大女
儿来了，要给他们家蒸下过年的馒
头，现在正在屋里包饺子呢。

还是那间昏暗的堂屋，与往常
不同，今天屋里格外干净。刘进忠
说，“这不过年了么，打扫了一下，过
个像样的年。”刘进忠的大女儿正在
忙活着剁饺子馅，她今天特意过来
帮老人蒸馒头。正好小建旺考完试
放寒假，一会就回来，一家人难得凑
在一块，中午包饺子吃。

放下手中的活，洗了把手，刘进
忠也坐下凑到了桌子边。老人边包
水饺边说，“今年身上的担子轻多
了，一定得过个好年。”他接着介绍，
前两天邹平的董老师给孩子寄来一
包新衣服，还嘱咐孩子一定好好学
习；无棣的一个好心人也给他们邮
来600元钱，让他们购置年货。

孙子学业有望，生活有人帮忙，
幸福洋溢在老人满是褶皱的脸上。
他说，到初一那天，他一定要让小建
旺给这些好心人挨个打电话拜年，
祝福他们一生平安。 刘进忠与大女儿、儿媳包水饺，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其乐融融。

环卫工夫妇刘凤琴和卢锈东 >>

这个春节有盼头

能和儿子一起过

本报1月29日讯(记者 由淑敏)

去年11月12日，本报曾报道过的
《环卫工夫妇公厕清洁间安家》的
主人公刘凤琴和卢锈东老人，每年
只有大年初一才能回家。今年二位
老人的春节与往年不太一样了，虽
然仍没有丰富的年货，但他们期盼
着和儿孙们过一个团聚的开心的
春节。

“你大妈出去串门了！”再次敲
开这个清洁间的门，卢锈东老人高

兴告诉记者自己老伴出门了。上次
见到刘凤琴时，她因为外伤导致了
严重失眠，卢锈东一个人干着两个
人的活。“现在好了，她不仅晚上能
睡着觉了，白天还能帮我去扫大街
了，我轻松多了。”刘凤琴的药物治
疗慢慢起了效果，身体好了起来。

家里依旧拮据，卢锈东没打算
买新衣，但是老伴准备买个一百块
钱左右的新棉袄。两个人赶了杨家
大集没选到合适的，准备再去华联

超市选选。就像卢锈东说的，身体
好了心情就好了，老两口的日子也
有盼头了，这个春节更开心了。

今年的假期是从除夕下午到
初一上午，二位老人还是不能在家
过年。但是今年卢锈东夫妇俩准备
和在滨州的儿子一起过年。“去儿
子家过年，他就准备好吃好喝的
了，我们啥也不用准备。”说起还没
到来的那顿年夜饭，卢锈东脸上洋
溢着质朴的笑容。

环卫工王风珍 >>

过年能节省就节省

来年日子就好过了

本报1月29日讯(记者 霍秋萍)

本报“传达室的故事”曾报道过环
卫工王风珍的故事。临近春节，市民
开始忙着置办年货，而王风珍“家”
里还只是几棵白菜、一些葱。“年底
再买上两斤肉就置办好了。”王风珍
说。

中午11点，记者来到位于黄河
三路渤海四路新华旅馆宿舍小区传
达室——— 王风珍的“家”中，这时她
已经吃完午饭，正在里屋里收拾碗
筷。“我自己一个人吃饭，简简单单
就行。”王风珍一边收拾一边对记者
说。

王风珍告诉记者，白菜是去年
12月份环卫处发的，每人一袋，一袋
大约十五六棵，这样自己一个冬天
都不用买菜了。立冬时葱还很便宜，
七毛钱一斤，王风珍就买下了很多，

“知道春节的时候会贵，自己不舍得
吃，这不还有这么多，就不用再买
了。”王风珍笑着说。

王风珍告诉记者，她们腊月二
十九下午3点放假，她打算等到腊月
二十八下午再去买年货。过年了她
想买点肉给儿子包饺子吃，但因为

“家”里没有冰箱，买早了怕坏了。
“最多买上二斤就够吃的了，我们就
年初一放假一天。初一早上剁上点
白菜，放上葱，再切上点肉，饺子就
会很香的。”王风珍告诉记者，在天
津打工的儿子再过两三天就回来
了。

当记者问王风珍过年买不买鞭
炮时，王风珍摇摇头说，“不需要浪
费这个钱，能节省就节省吧，等到明
年的经济适用房下来，日子就好过
了。”

去年12月份单位发的一袋白菜王风珍还有4棵。 本报记者 霍秋萍 摄

本报1月29日讯 (记者 刘涛)

毛坯房没关住她的梦想，过年
却是实实在在的阴影，年节气氛
越是欢乐，内心的痛楚越发清晰。
28日，记者再一次来到滨北街道
办事处石门李村的李红波家，虽
然距离上次采访已过去了三个
月，但她家中的一切似乎没有发
生太多的变化。

走进李红波家的四间土坯
房，屋内的摆设还是跟以前一模
一样，西间房仍是她作画的地方，
东间房主要负责存画，中间两间
则放一些杂七杂八的东西，还经
常兼作着厨房用。

新年越来越近，但李红波家
里似乎少了一些年味，年货还没
有开始置办。李红波家里没有冰
箱，生怕早买了东西会坏，所以每

年她都要等到腊月二十三才去置
办年货。过年其实对于她来说很
简单，“二斤肉、两条鱼就够了。”

李红波自从父母去世后，没
有真正过上一个欢天喜地的年。

“五年了，自己过年从没放过鞭
炮，只有大年三十晚上吃一顿饺
子，让我觉得是过年了。”她笑着
说。

虽然去年她的画卖得不错，
但仍不肯为自己多花一分钱。她
说原本打算到服装店买一件新羽
绒服，但由于种种原因也没买；身
上的这件红色的棉袄还是上次记
者来时穿的那件，这还是同学给
的。

新的一年，李红波心中早有
了自己的打算，她说，年后要在滨
州租一间房子，安心作画。

社区画家李红波 >>

大年三十吃顿饺子

就觉得是过年了

李红波正在刚买的炉子旁烤火。 本报记者 刘涛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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