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张大妈城里生活记

住进儿子家，甭提多开心啦！
本报记者 孔令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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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运河

本报儿童换物节

还剩20个名额

没报名的小朋友

抓紧报名啦！

本报济宁10月31日讯(记者
孔令茹) 11月3日(本周六)，

本报“平安和谐社区行”之儿童
换物节活动将走进金博士国际
婴幼园。本报启动儿童换物节
报名以来，很多家长和小朋友
打来电话，现已经有80人报名
参加换物节。现在仅剩下20个
名额，还没报名的小朋友抓紧
报名啦！

“儿子有很多的汽车玩具，
现在都堆在书房的箱子里，有
的还很新呢！”董先生告诉记
者，孩子从小就喜欢汽车，看到
商店里的卡车、轿车玩具模型
就要买回家。李先生说，儿子现
在上二年级了，虽然不像小时
候那么爱玩汽车玩具，但还是
不舍得把心爱之物扔掉。报名
参加儿童换物节，就可以让汽
车玩具“流动”起来，让其他的
小朋友一起分享。

11月3日(本周六)上午9点
半，本报将联合平安人寿济宁
中心支公司推出儿童换物节活
动，届时在金博士国际婴幼园
举行，少年儿童可以来一次储
物箱的大更新啦！小朋友们可
以发挥聪明才智，精心布置一
下属于你的小小摊位，“最佳布
置创意奖”、“最多换物摊主”、

“最受喜欢摊主奖”等着你！
小朋友们，报名还剩最后

的20个名额，抓紧报名吧！已报
名的也需要挑选旧物了，小朋
友们要好好准备，期待你们在
11月3日(周六)的“淘宝”换物表
现哦！

温馨提醒>>

每位报名者需带一名家
长，可自备小凳子、小马扎。

活动时间：11月3日(本周六)

上午九点半
活动地点：金博士国际婴

幼园(市中区龙行路南池公园向
西600米)

报 名 电 话 ：张 老 师 ：
1 3 7 0 5 4 7 8 0 3 2 王 老 师 ：
13355117388

在济宁城区浣笔泉路上，有
一家不起眼的修表店。这家有20
多年历史的修表店是济宁市最
老的修表店之一。今年51岁的修
表人孙庆双，曾修好了一块100
多年前的怀表，因为技艺精湛，
也被顾客称为“救活”时间的人。

“手表不仅是计时器，而是
一件艺术品，自己从小就很喜欢
钟表，到现在为止，都认为表很
神奇。” 孙庆双说。

10月31日下午3点左右，孙
庆双正在店里专心志致地修表。
他戴着放大镜，左手托着表芯，
右手拿着摄子、起子、油笔三种
工具，熟练地转换着。孙庆双说，

“十二三岁时，有一次我把家里
的钟表打开，看到里面的齿轮上
下传动，摆轮左右摆动，把时间
精确到分秒，感觉特别神奇。”孙
庆双回忆说，自从那时起就喜欢
上了钟表。他十七八岁时，考到
济南一所微型器械职业学校学
习修表，学成后就一直从事修表
行业，到现在30多年了。许多同
学都改行了，而他仍然喜欢这个
职业。

两年前，有一位80多岁的老
人，拿着一个座钟来维修。检查
完后，孙庆双对这位老人说，“这
部座钟至少有80年吧，里面的零
件都坏了。即使修好，时间走的
也不准了。”“没关系，这是我老
伴的嫁妆，有上百年的历史了。
她去世10多年了，是这个座钟陪
着我。听着滴滴答答地声音，就
感觉她还在我身边。”这位老人
说，去了五六家修表店，都不能
把这座钟修好。孙庆双用了5个

小时，把这部老钟修好了。
还有一位70多岁的老人，拿

着一枚怀表到店里维修。这枚怀
表是他祖辈传下来的，表盒方形
的，长宽各5厘米，几乎是纯银制
成，重约500克，拿在手里重甸甸
的，秒针轴和秒针孔坏了。

“这个表有100多年的历史，
肯定没有原来的配件了，寻找配
件成了很大的难题。”孙庆双说，
最后他想到用注射器的针头当

秒针。修好后拿给这位老人，老
人家激动地说不出话来，一直
说，100多年的东西又复活了，真
是太感谢了！

“许多表都有历史和故事，
它们是一件件的艺术品，把它们
修好，自己打心眼里高兴。”孙庆
兴不断提到，每一位来修表的
人，都和这个表很有感情，中间
也会有很多故事，这些故事也让
自己很感动。

孙庆双———“救活”时间的修表人

他修好了100多年前的怀表
文/片 本报记者 范少伟

家有开心事

时间：2012年10月31日
地点：市中区齐鑫花园
主人公：70岁的张大妈

10月31日下午3点，有阳光晒在身
上暖暖的，张大妈搀扶着老伴，在齐鑫
花园的空地上晒暖。今年70岁的张大
妈，一直和老伴住在嘉祥县疃里镇。半
个月前，老两口头一次住进了大儿子的
新楼房，心里甭提有多开心了！

“儿子、儿媳都很孝顺，天天换着花
样的做饭。家里有三间大卧室，还有独
立的卫生间。”张大妈说，在儿子家住了
半个多月，城里的生活条件非常好，孩
子们照顾的也很周到，我们老俩口打心
眼里觉得开心。尽管在这里很开心，但
是心里还是有点割舍不下那些老邻居，
回老家和邻居们拉拉呱也很好。

“住楼房高兴是高兴，可是觉得不
如老家的平房敞亮。吃饭、睡觉、上厕所
都要在一个大屋子里，有时候觉得挺别
扭。”张大妈告诉记者，在这里每天什么
都不用干，过得很悠闲，但她有点想老
家。

大儿子一再挽留，但老两口怕耽误
儿子的工作，也挂念着农村的家，他们
已打定主意，过两天就让女儿来接他们
回家。

孙庆双
在专心致
志 地 修
表。
本报记者

范少伟
摄

几十年不见的老朋友终
于见面啦、养了十几年的植
物开花啦、争气的孩子考上
名牌大学啦、吃上七世同堂
的大团圆饭啦……咱的日子
越过越好，家里的喜事也越
来越多，快来告诉本报跑社

区的姊妹花吧，咱们一起晒
晒幸福，让读者们分享你们
的快乐吧！

即日起，本报将推出“家
有开心事”栏目，只要您家里
或您身边有开心事、趣事、喜
事，就可以通过以下任意方

式联系姊妹花，我们将聆听
您的幸福，并与大家共同分
享！
电话：18766865808

13506389427
QQ群：111407690

邮箱：qlwbzmh@163 .com

说说您家的开心事

张大妈
搀着老伴
在小区散
步。
本报记者

孔令茹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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