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71岁老济南忆往事寻旧友

西燕窝的老街坊，你们还好吗
本报11月10日讯(见习

记者 张頔) “我出生在西
燕窝街，对这条街很有感情，
真希望能再见到原来的那些
街坊……”今年71岁的赵明山
在寄给本报编辑部的一封信
中，道出了自己的一个心愿。

10日下午，记者在甸柳新
村五区见到了赵明山。老人思
维很活跃，向记者说出了那些
难忘的儿时往事。东西燕窝街
是解放前济南的一条老街，一
般被简称为东西燕窝。它地处
城南关，紧靠城墙根，在护城

河北岸。以南门桥为界，东边
是东燕窝，直通半边街，桥西
为西燕窝。济南战役时，解放
军就是打通了西燕窝的民房，
突袭了守城的敌军。

西燕窝沿街有一片平房，
住的都是在附近集市谋生的
小商贩和手艺人。据赵明山回
忆，解放前后那几年，这条街
上除了没有达官贵人之外，三
教九流干什么的都有。比如米
粉作坊、煎饼铺、修鞋的、泥瓦
匠、干饭铺、捏泥娃娃的、吹喇
叭的、做肠衣的、发豆芽的、做

酱肉的、拉洋车的、卖布头的。
因为都是生活在社会底

层的劳动人民，街坊间的感
情很融洽，谁家做点好吃的，
都会分给邻居尝尝，夜里也
没有谁家大门上锁。“现在你
们住楼房都想象不到，那时
候的街坊真是像一家人一
样。”赵明山一提到过去，眼
睛显得格外有神。

赵明山老人说，那时街上
的周希盼老师开了一家私塾，
他跟周老师学过三字经和百
家姓。在私塾里，他结识了现

在还惦念的几位同学，“能叫
出大名的有杨忠、井树深、朱
孝金，还有像长明子这样当时
以小名称呼的同学。”赵明山
说，1958年他就去外地参加工
作了，之后西燕窝也逐渐被拆
迁改建，当时的街坊现在分散
到了全市各区县。20岁之前认
识的那些街坊伙伴也早已和
他失去了联系。

“那些街坊可能有些已
不在了，但西燕窝这段历史
应该让更多的人知道。”赵明
山老人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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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心人500元捐款

给贫困家庭送上门

本报11月10日讯(记
者 陈伟) 11月9日，本
报C08版以《“最怕的就
是过冬天”》为题，报道了
丁字山社区杨金玉一家
的困难生活。10日，爱心市
民张先生来到杨金玉家，
为她送来了500元捐款。

10日，记者和张先
生赶到杨金玉家的时候，
她正要出门买菜。当接过
张先生送来的 500元钱
后，杨金玉手有些微微颤
抖，一再表示感谢。

张先生告诉记者，他
一直关注着张刚大篷车

“今冬来送暖”活动，得知
杨女士家庭困难后，他就
想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
于是他就带着500元钱，
专门送过来。

“谁都有遇到困难的
时候，只要自己的能力允
许，我就会毫不犹豫地伸
出援手，500元钱虽不多，

却是我的一分心意。”张先
生说，希望更多有能力的
爱心市民和企业能够参与
到帮扶中来。

看着好心人来给自己
送钱，杨金玉忍不住流泪。
她表示，虽然现在家里生
活的确很困难，但是她从
来没有想过要放弃，她想
的只是如何能让父亲吃
好、休息好。

另外，12日，在经二
路华联广场将举行盛大
的捐赠仪式。届时华联商
厦将向本报捐赠100套价
值2万元的暖倍儿保暖内
衣，用于救助贫困家庭。

本报张刚大篷车“今
冬来送暖”活动启动后，
得到了众多爱心市民的
支持。但是现在的捐赠难
以满足贫困市民的救助
请求。希望更多的好心人
能够拨打96706126，奉
献您的爱心。

本报11月10日讯(记者 陈
伟) 天气越来越冷，而单亲妈
妈朱秀的孩子仍然穿着单衣上
学。由于家庭贫困，朱秀已经3
年没有带着孩子去公园了。

10日，记者来到西市场街
道纬十路社区的朱秀家中。她
家里几乎没有像样的家具，仅
有的衣橱也十分破旧。朱秀告
诉记者，她是新泰人，19年前
来到济南，一直没有正式工
作。自从2010年5月份丈夫去
世后，她每天就靠去西市场打
零工来维持生活，一个月只能
赚600元钱。

如今看着自己的女儿考

上高中，朱秀既高兴，又愧
疚。“孩子从小就非常懂事，
学习也非常好。只是家里的
经济条件有限，让她吃了不
少苦。”朱秀告诉记者，女儿
现在住校，吃饭非常节省，一
个月的生活费只要两三百
元。现在已经进入冬季了，可
是女儿连件羽绒服都没有，
还只穿着单衣上课。

“无论如何，我自己得拼
命打工，供孩子好好上学。现
在我只想给孩子一件羽绒
服，让孩子能够穿暖了好好
学习，这样我也能安心打工
赚钱。”朱秀说。

天冷了，女儿还穿着单衣上课
打零工的妈妈朱秀只想给孩子件羽绒服

朱秀家没件像样的家具。 陈伟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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