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生活再困难
也冷不了她的热心肠

今年53岁的王风珍是滨州
市一名普普通通的环卫工人，而
与其他环卫工人不同的是，一天
工作下来，别人都有家可回，而
她的“家”却是新华旅馆宿舍小
区的传达室。2009年，王风珍与
丈夫离婚，根据法院判决书，王
风珍应得财产8万元和家中的电
视机、三轮车、洗衣机和冰箱，由
于种种原因，法院审判下来的应
该归王风珍的财产一直未能执
行。王风珍便四处找工作租房
子。2010年11月6日经亲戚介绍，
王风珍找到了现在环卫处做临
时工的工作。

16日上午九点半，记者在黄
河三路渤海七路黄金大厦以南
的路段上看到了王风珍，不到1
米6的她在肥大的工作服下显得
更加瘦小。“她是个好人，非常热

心肠，只是经历了这些事情不如
意，你们真应该帮帮她。”和她一
起工作的曹女士说，“我到这边
打扫卫生来的晚，她干了有两年
了，虽然我比她大，但是遇到事
情都很照顾我，而且在打扫卫生
的时候，会遇到比我们更困难和
可怜的人，尽管她本身过得不富
裕，但是每次都会给他们1元、2
元钱，为此周边的好多人都不理
解，后来了解她了，知道她就是
热心肠，不管对任何人。”

传达室是岗位
也是“家”

结束一天的工作，王风珍会
回到“家”，其实是她另一份工作
的地方——— 黄河三路渤海四路
新华旅馆宿舍小区的传达室。

“过了二十多年的日子，现在却
连个家都没有。”王风珍边叹气
边说。

回“家”后王风珍先把工作

时收集的两三个空塑料瓶放到
床底下的大塑料袋里，“能攒一
点算一点吧。”王风珍有些不好
意思地说。在传达室西面的墙
上，贴着一张“宽心谣”，王风珍
向记者介绍说，这是上个在传达
室工作的人留下的，“日出东海
落西山，愁也一天，喜也一天；遇
事不钻牛角尖，人也舒坦，心也
舒坦。”王风珍一遍念着“宽心
谣”上的话一遍说，“你开心，别
人才会愿意和你说话，自己开
心，大家也都会开心的。”

王风珍平日里很少买菜，
“一是时间确实挺紧的，12点之
前就得上班去了。二是能省就
省，鸡蛋啊肉啊我常年不买的。”
记者看到在菜篮子里放着近十
个表面有些泛白的萝卜，王风珍
介绍说，那是老母亲给自己腌的
大萝卜咸菜。“这样下班之后就
买点馒头，吃点咸菜，又节约时
间又省钱。”

家人是唯一牵挂
盼望有个真正的家

“我现在最大的心愿，也是唯
一的心愿，就是案子能尽快执行，
这样我们也能贷款给儿子买房子
啊，我的任务才算完成啊。”王风
珍说，“晚上一个人时，想到自己
过了大半辈子到现在竟连个家也
没有，儿子要成家，自己负担很
重，想想我就觉得闷得慌，心里难
受，我就会哭。”王风珍小时候患
百日咳导致现在右眼看不清楚东
西，现在，她右眼的视力就更差
了，王风珍说，也想过去医院看
看，但手术要花很多钱，她便放弃
了治疗。现在80多岁的老母亲和
未成家的儿子是王风珍最大的牵
挂，也是她内心最强大的支撑，

王风珍说，她还有心脏病，现在
脑子也不太好使，“中午想想早上吃
的什么饭都记不起来，我脑子里现
在只想着一件事，就想有个家啊。”

新华旅馆宿舍小区门卫王凤珍———

“我想有个自己的家”
文/片 本报见习记者 牟冲 霍秋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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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把扫帚、一辆环卫三轮
车、一个传达室，这就是王风
珍生活的全部。白天，她是滨
州市环卫处的一名临时工，负
责这一路段的环卫工作；晚
上，她是新华旅馆宿舍小区的
传达室的门卫。



工作中的王风珍。

滨城区徐家村退休职工刘雪———

33年没和婆婆红过一次脸
文/片 本报记者 刘涛

在婆婆眼中

她比亲闺女还亲

刘雪嫁过来的33年里，她
总是在尽心尽力地侍候婆婆，
没和婆婆红过一次脸。

以前刘雪和婆婆住在一个
村里，挨得很近，几乎每天都要
去婆家一次，干一些力所能及
的事。据婆婆张秀兰介绍，每次
刘雪来看她，总是带着她喜欢
吃的东西。现在刘雪搬了家，虽
离公婆远了点，不能天天到婆

家看看，但每天打给婆婆一个
电话是她必做的事。张秀兰开
玩笑说：“每天，她都按时给我
请安。”

刘雪每次到婆家做的第一
件事就是洗洗老人家换洗的衣
服。为了让儿媳妇少受点累，张
秀兰总是在她来之前把衣服偷
偷地藏起来，可是她还是能找
到。有时，婆婆看不下去了，就
让她少干点活，但刘雪总是说，
她现在有时间，干这些事也是
应该的。

在婆婆眼中，刘雪比她的
亲闺女还要亲。张秀兰由于身
体不是很好，曾经住过几次院。
住院期间，刘雪每天都在那里
伺候老人，没说过一句怨言。今
年，张秀兰生病住院十多天，刘
雪每天盯在那，寸步不离，给婆
婆又是揉肩，又是捏脚，总之怎
么让婆婆舒服，她就怎么做。说
到这，张秀兰有些激动。

刘雪曾是一个普通的纺织
工人，现在退了休，退休金也不
是很高。她平时从不舍得花钱
为自己买身像样的衣服，到现
在身上穿得这件衣服还是她婆
婆给的。

但她对婆婆却从不吝啬，
每次给婆婆又是买衣服又是买
吃的，算一算也是一笔不小的
费用。每次公婆过生日时，刘雪
怕他们没钱，就早早地把钱给
他们。

从行动中影响他人

教育子女

刘雪对自己的婆婆好，在徐
家是有口皆碑，人人都羡慕张秀
兰家有个好媳妇，现在刘雪孝顺
老人的事迹已经影响了很多人。
徐家居委会主任杜燕说 :“刘雪
这个儿媳妇我非常佩服，自从她
嫁到杜家就没和婆婆红过脸，对
婆婆的照料是相当的体贴周到，
而且还影响了周围许多人。”杜
主任告诉记者，在村里评选的最
美媳妇活动中，刘雪就名列其
中。

曾经徐家村里有一位老人和
她儿媳妇关系不是很好，平日里她
们也不经常走动，刘雪看老人可
怜，每次买点东西都会给这位老人
送过去，老人对她也是心存感激。
但刘雪想外人总归是外人，不如找
个机会协调一下这对婆媳关系。于
是，刘雪就专门找到老人的儿媳妇
进行说服教育，“现在她们的婆媳
关系好多了。”刘雪说道。每次刘雪
回村里，老人见到她，都拉着她的
手说一些感激的话语。

刘雪是一个比较传统的人，
对子女的教育也是首先讲究孝
道。她经常告诉女儿，现在工作
了，回到家里要给爷爷奶奶带点
东西，给他们一些零花钱；以后
如果找了婆家，一定要对公婆
好。

刘雪是一名56岁的退休职
工，滨城区徐家村人。在外人眼
中，她是一个好媳妇；在婆婆眼
中，她是一个好闺女。婆婆张秀
兰常常对外人讲：“人人都说打
着灯笼找媳妇，我家媳妇打着灯
笼也找不到。”

刘雪（左）和婆婆张秀兰亲切合影。

他和烟盒的不解之缘

本报10月16日讯(记者 刘涛 通
讯员 管林建) 家住康家小区的张建
波，有一个铁质的金龙烟盒，据说已经
有些年头，正是有了这个烟盒，他从此
开始了自己的收集烟盒之路。

张建波是一位普通的司机师傅，
他每天除了干好自己日常工作外，还
有一个爱好，就是收集烟盒。十几年
间，他收集烟盒近万种。不觉间，烟盒
成了他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他
首先向记者展示了他收藏的第一个烟
盒——— 金龙烟盒。该烟盒是一个金黄
色的方形铁质烟盒，正面画着一幅金
龙戏珠的图案，由于年代久远，盒盖上
还有一些锈迹。张先生告诉记者，这个
烟盒，是他从亲戚那里拿来的，具体的
时间已记不清楚，就因为这个烟盒，从
此他与烟盒结缘。

张先生告诉记者，他到现在已经
收集了近万种烟盒。当初，他收集烟盒
主要是因为烟盒上的图案特别吸引
人，可是后来集烟盒就成了他自己的
一种爱好，当他收集的烟盒越来越多
时，他就开始给烟盒分类。“集烟盒这
么多年，我都有经验了，烟盒上的图案
主要有动物的、植物的、名胜古迹的、
地名的、以及历史人物的，我就按照烟
盒上的图案给烟盒进行分类。”

晒晒家中的老物件

本报10月16日讯(记者 于荣花
通讯员 宋雪姣) 近日，市中街

道办事处文汇社区服务中心办公地
点由滨州市化工协会院内搬至黄河
六 路 众 成 大 厦 。社 区 服 务 电 话
3223062、18866498712。辖区居民可拨
打此电话咨询社区事宜。

文汇社区旧址在滨州市化工协
会院内，面积约330平方米，因场所陈
旧，设施简陋，功能也不完善，加上位
于居民小区内，辖区群众多了许多埋
怨。10月1日之后，社区服务中心办公
地点搬至高档写字楼众成大厦，具体
地点在黄河六路渤海七路和渤海八
路之间路南。

文汇社区服务中心

搬到黄三渤七

建翔新苑小区网友：去年我们小
区还供暖，今年物业说不归他们管
了，不知道啥情况，希望“小鱼儿”关
注。

市民孙先生：16日，因为渤海八
路黄河十路路口大暖工程施工，107

路公交车只能绕道渤八黄八路再转
到渤七黄十，车上的市民都很理解。
但在渤七黄八转弯时不知怎么碰到
了一辆车，这辆车的司机带着几个人
追上来，对公交车司机恐吓还拿着棍
子敲打玻璃。真希望这种现象不要再
发生，公交司机是为大家着想，市民
是否可以理解一下呢？借助小鱼儿留
言板呼吁一下，希望人人都做个通情
达理的市民。

(记者 于荣花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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