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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日来，最低温接连刷新纪录，岛城进入了数九寒天。在这严寒天气里，在这呼啸寒风中，却

有一些平凡的身影温暖着我们的心灵。他们可能是凌晨就赶早去菜市场忙碌的商贩，是走街串巷吆

喝着收废品的老大爷，是守在街口的修鞋匠。正是有了这些平时普通而常被人忽视的身影，这个冬

天，才涌动着处处暖意。

——— —— —— 策划人语

本报12月25日讯(记者
吕璐) 27日、28日，冷空气
暂别岛城，北上的暖湿气流
将为岛城带来小雪。29日一
股强冷空气再次来袭，将带
来8级大风，降温8℃，市区
最低温预计在-8℃左右。

25日是个冷飕飕的圣诞
节，在台东步行街，很多圣
诞装扮的女导购在商店门口
冒着寒风迎接顾客。青岛市
气象台首席预报员江敦双介
绍，25日青岛市晴间多云，
北 风 4 — 5 级 ， 相 对 湿 度
43%—73%。25日白天，市区
最低温为-6 . 0℃，最高气温
为-2 . 0℃。全市最低出现在
莱西，为-9 . 8℃，最高气温
出现在李沧，为-0 . 5℃。

时下，一股弱冷空气正
侵袭岛城，预计27日和28日
离开。 2 9日，新一股强冷
空又将登陆岛城，气温下
降8℃，预计岛城居民要度
过一个寒冷的周末了。受
冷空气影响， 2 6日早晨，
岛城气温依然较低，最低
温市区-6℃左右，郊区最低
-1 1—-7℃。26日白天，影
响青岛市的冷空气减弱结
束，全市大部地区最高温在
0℃左右。

27—28日，青岛市无强
冷空气影响，暖湿空气又要
登台，气温小幅回升，最低
气温市区-2—2℃，郊区最
低-7—2℃。白天最高温，
全市大部地区在 4— 7℃左
右。随着暖湿空气北上，27

日夜间到28日上午，青岛大
部分地区有小雨雪，但降水
量普遍偏小。

29日，一股强冷空气将
再次影响青岛市。伴随着冷
空气来临，28日夜间到29日
上午，青岛大部地区阴有小
雨夹雪转小雪。29日傍晚降
水停止。北风增强，市区
5—6级，阵风8级，海上7—
8级，阵风9级，过程平均降
温 幅度 8 ℃左右。 3 1 日早
晨，最低气温市区-8℃左
右，郊区最低-9—-12℃，
白天最高气温全市大部地区
在-2℃左右。

明日或飘雪
周末再奔-8℃
29日强冷空气来袭，降温8℃

夜半卖菜人

随身带棉被 累了车上睡

严严严寒寒寒中中中，，，他他他们们们顶顶顶风风风前前前行行行

文/本报记者 董海蕊 吕璐 片/本报记者 吕璐

午夜，青岛整座城市已慢慢入睡，但是对于抚顺路蔬菜
副食品批发市场的菜贩们来说，才刚刚开始一天中最兴奋的
时刻。在午夜的寒风中，他们为了生计而奔波着。

天太冷，来回走路跺脚取暖
半夜12点，46岁的史泮香正忙着和

朋友从汽车上卸白萝卜，一共20包白萝
卜，每包50斤，不到十分钟就卸完了。不
过这仅仅是“开胃菜”，老史的车上还有5

吨菜需要卸。“我主要是批发白萝卜、青
萝卜、胡萝卜和心里美。”因为气温低，一
张口，老史就哈出了一道长长的白雾。12

点赶到批发市场后，老史和他的朋友们
需要花半个小时把车上的菜卸下来打
包。

12点45分，菜终于卸完，老史的额头
泌出一层汗水，他摘下厚厚的“雷锋帽”，
白色的雾气从头发上升起。“23日晚上气
温特别低，冻得我都快不想干了。幸好今
天穿得多。”老史的身上穿着一件羽绒
服，里面则是一件羽绒马甲，然后是一件
厚厚的毛衣，毛衣里还穿着保暖内衣。虽
然穿的衣服很多，但是卸完菜没一会儿，
老史又冻得时不时走动着，并不停跺脚。

“脚冷啊，跺跺脚会好点儿。”

自带棉被市场搭床睡
凌晨1点，在批发市场内西南

角的位置，八个白色的塑料箱反
扣在地上，上面铺了一层褥子，
一个简易的床就搭建起来了，两
个菜贩正盖着花色的被子呼呼大
睡。“他们开张晚，得到四五点

钟。”临近的菜贩李秀霞向记者
解释。

5 3岁的李秀霞是高密人，和
老 伴 每 天 都 到 批 发 市 场 批 发 蒜
黄。“我也是刚刚睡了一觉。年
纪 大 了 ， 不 睡 一 觉 就 没 劲 儿 干

活。”每次将蒜黄从车上卸下来
后，李秀霞就会趁着顾客没来之
前的时间抓紧睡一觉。睡觉时，
她会将棉衣盖在被子上。她还给
自己做了一件棉袄，里面是厚厚
的棉花，“比买的羽绒服什么的

暖和多了。”
在一辆货车的驾驶室内，一

位女士正在侧着身子睡觉。她的
丈夫老李正在忙着卸藕。“这些
活，我自己干就成了，让她好好
歇歇。”老李笑着说。

冒严寒早起挑蔬菜
凌晨1点30分，53岁的杜增华

已经赶到批发市场，正拿着手电
筒挑芹菜。杜增华在团岛农贸市
场早市有个菜摊，专门卖芹菜，
每 天 都 要 早 早 地 到 批 发 市 场 进
货。看了两份芹菜，杜增华最终

决定从第二家菜贩手中购买一筐
芹菜，大约300斤。

“今天的芹菜水分太多，太
脆，不好卖。”300斤菜买到手，杜
增华心有不甘，打开手电筒一筐一
筐寻找好一点儿的芹菜，不过最终

还是很失望。“一会儿再去昌乐路
的批发市场看看吧，不过那边的市
场太小了，估计也没有多少。”杜
增华无奈地说。因为挑芹菜，杜增
华的双手已经冻得通红，时不时放
到嘴边哈气暖和一下。“天气太冷

了，不过没办法，要是今天不来，
明早就没菜卖了。”杜增华介绍，
他每天都是凌晨一点半到批发市场
进菜，然后3点左右回家，“回去
吃点儿热乎饭，喝点热水，然后4

点再赶到农贸市场。”

破烂王

顶顶着着穿穿堂堂风风，，小小区区里里吆吆喝喝揽揽活活忙忙

修鞋匠

大衣棉袄裹上身 八点出摊忙修鞋
25日上午，在大润发旁的新田路

上的修鞋摊，张汝国正忙着给一双
女士靴子安新鞋跟，摊位上满是打
磨机打磨胶底的焦味。“靴子不好
修，鞋里面深，修鞋工具够不着。”张
汝国说，一到冬季，来找他修靴子的
人就增多，一双靴子的修理时间比
普通的鞋要长很多。

张汝国的修鞋摊坐东朝西，背靠
一堵墙，摊位在10点以前见不着阳光，
再加上凛冽的北风，让站在摊前的客
人不一会就寒冷难耐。

张汝国1989年从云南当兵后回到
老家临沂，夫妻俩起初以种地为生，
2002年来到青岛，修鞋至今。

修鞋匠的基本设备是一台修鞋机
和一台打磨机，张汝国夫妇分工明确：
修鞋帮和拉链的找苗淑云，修鞋跟的
找张汝国。夫妻俩坐在修鞋摊中交流

并不多，只有要某个工具的时候才会
招呼一下对方，俩人手中要修的鞋一
双接一双。

“冬天出门前里面捂一层棉袄，外
面再套一件大衣，护膝、帽子一样不能
少。”和苗淑云说起话来，只能看到她
藏在帽子和口罩后面的一双眼睛。为
了干活方便，苗淑云戴的是无指的手
套，露出了手指上的茧子，张汝国干脆
把手套扔在了摊上。

“为了接更多的活，冬天早晨八九
点钟就要把摊子支好了。”张汝国说，
每天夫妻俩干到下午4点才会收摊，由
于手里的活不断，夫妻俩中午轮流到
旁边的菜市场吃饭，没人的间隙会小
跑去大润发上厕所。

长期坐着劳动给两人带来一身
“职业病”。“右胳膊天天拿着工具使
劲，右半边的膀子疼得厉害，他和我一

样，俩人的腰
也都不好。”谈
起这些伤苗淑
云 也 只 是 笑
笑。“高峰的时
候每天修二三
十双鞋，最低
每双三五块，
天气允许就出
来摆摊。”张汝
国坦言，冬天
最要紧的就是
捂得厚厚实实
的，“不然生一
次病就不值当
了。”

张汝国夫妻俩今年都49岁，女儿
在一家超市工作，儿子在附近一所中
学读初一。两个孩子是他们继续劳动

下去的希望。
11点，阳光终于转过来照到了张

汝国的摊位上，坐了一上午的他终于
可以放下手中的活，起来跺跺脚、晒晒
太阳，和临摊位的修鞋匠们唠唠嗑了。

本报记者 杨林

本报记者 李珍梅

晨光中，一辆手推车、几个编编织袋，再吆喝一句“收废品 ……”，67岁的崔孝德
开始了一天的工作。近日，岛城持续低温，让人着实有些受不了。但对老崔来说，天
越冷意味着他要走的路更多。只有不停地在大街小巷里走动吆喝，身子才会更暖和，
收到的废品或许更多。

一天走八十里路，走街串巷收废品
“收废品 ……”25日早8点，一

个熟悉的声音又在天山小区里响
起。67岁的崔孝德推着一辆单轮的
木制小车，上面放着好几个大麻袋。
推车上还挂着一个破旧的塑料篮
子，里面放了几个矿泉水瓶。

这两天岛城持续低温，寒风吹
在脸上如刀割一样疼。老崔身着一
件军绿色大衣，戴着手套，但手套指
尖处有好几个窟窿。

“老了，干不了重活了，只能来
收收废品。”老崔是江苏邳州人，在

青岛收废品已有三年了。年轻时身
强力壮在老家种地，也到工地上打
过工，随着年龄增大，逐渐干不了重
活。在老乡的介绍下，他自己做了一
辆手推车，来青岛收起了废品。

“都一个月没干活了，这几天

得多走走。”前不久，老崔腰疼的
毛病又犯了，在床上躺了一个月。
进入12月，天气冷得厉害，但他在
屋里待不住了。“每天7点多出
门，一天至少得走七八十里路
吧。”老崔憨厚地笑着说。

天越冷，越要不停地走
这样的极寒天，收废品到底

有多辛苦？25日，记者跟随老崔
体验了两个小时。

为了让在家的人听到他的声
音，老崔不走大马路，专拣小区
间的小路走。小路上风很大，一
进去便感到刺骨的冷。而从小区

出来时，老崔总能碰上台阶。他
只能拉着小车，一步一步后退着
走。小车上的废品并不多，但因
为年纪大了，老崔推着小车走上
坡路时，佝偻着身躯，微微地喘
着粗气。

“有时候一下子就收很多，

有时走两个小时也收不到几个瓶
子。”老崔说，每天收废品也得
靠“运气”。多的时候，一天能
挣三四十块钱，少的时候，曾经
一天只挣了一块钱。

推着小车吆喝时，老崔不仅要
动手、动嘴，眼睛也要不停地四处

观看，寻找地上的纸壳或矿泉水
瓶。两个小时里，老崔只到一户居
民家收了二十几个矿泉水瓶子。

干走路，又收不到废品，天
太冷，记者提议停下来休息。
“不，我宁愿走着，这样脚还不
冷。”老崔摇着头说。

一顿午饭不超4元
多攒点钱回家过年

两个小时里，老崔把天山小区走
了个遍。随即老崔又进入下一个目的
地——— 大尧。

“中午走到哪就在哪吃饭。”中
午临近，问及如何解决午餐时，老崔
回答说。一个馅饼1元、一碗豆腐脑
1 . 5元，每天中午，老崔的午饭简单而
又固定。“再怎么吃也不会超过四块
钱。”老崔笑称午餐是随便对付，晚
餐他会回到住处做饭，他口中的“丰
盛晚餐”也不过是白菜、萝卜。

“年底了，省着点用多攒点钱回
家过年。”老崔有三个儿子，儿子成
家立业有了孩子，生活压力也挺大，
于是老崔也出来挣点生活费，老伴则
留在家照看两岁的孙子。

“我还挺想他呢。”年关临近，
老崔盼着早点回家见到可爱的孙子。

因因为为天天太太冷冷，，老老崔崔
的的手手冻冻得得发发僵僵，，不不敢敢伸伸
直直。。李李珍珍梅梅 摄摄

磨刀工

为磨好刀不戴厚手套
本报记者 李珍梅

戴着破手套，不为防寒怕伤手
“磨剪子来，戗菜刀……”25

日，伴随着熟悉的吆喝声，磨刀师
傅付广学推着车子行走在福林花
园。因为天太冷，付师傅带着帽子、
耳罩、手套，自行车后座上载着磨
刀工具。车头两边都挂着篮子，一

个篮子装了各种布料，另一个篮子
装着一个喇叭，时不时地发出磨刀
吆喝声。

“师傅，我这要磨刀。”熟悉的
磨刀声引来回应，福林花园15号楼
三楼一居民探出头，向付师傅大声

说。不一会，便从家里拿出3把菜刀
下来了。“现在的刀用不久就不快
了。扔了太可惜。”这位居民说。

停好自行车，把磨刀工具支在
地上，付师傅接过菜刀便低头认真
地干起活来，白色手套破了好几个

洞，一点也不保暖。
“本来这个手套戴着就不是用

来防寒的，是怕划伤了手。”付师傅
解释说，因为磨刀是手工活，手套
太厚了会耽误干活。因此拿一副旧
手套稍微遮挡一下就行。

磨刀20年，一手茧子和疤痕

“一把五块钱，三把一共
十 五 。 ” 经 过 四 道 磨 刀 工 序
后，付师傅将磨好的菜刀递给
刘女士。“磨得挺好。大冷天
挺不容易的。”刘女士接过菜
刀看了看说，随即递给付师傅

15元钱。
今年 5 2岁的付师傅是郯城

人 。 来 青 岛 磨 刀 已 有 2 0 年 之
久。“这门手艺是从我一个亲
戚那学来的，学了一个月就出
去挣钱了。”付师傅说。

“生意好的时候一天赚个
百八十块钱。不好的时候走俩
小时也没人磨。”付师傅说。

磨刀 2 0年来，因为长期握
着刀柄，付师傅的手上有一层
厚厚的茧子。茧子有些发黄。

而磨刀时，付师傅也经常会通
过用手摸刀刃，来判断是否磨
得锋利，这也少不了划伤手。
“有的时候太锋利了，偶尔不
小心就会割破手。”付师傅指
着手指上的一些疤痕说。

磨刀技术好

常迎回头客
“我这有把菜刀，刀刃上缺

了个口子，你能不能帮忙打磨一
下。”正当付师傅准备收拾工具
时，另一位居民郭先生问。“你
拿来看看吧。”付师傅说。因为
刀刃受损，付师傅打磨时也要花
更多的时间。经过精心打磨，缺
损 的 刀 刃 被 磨 平 ， 看 上 去 很 锋
利。郭先生拿到后，直称赞付师
傅手艺高。

半个小时里，付师傅接了四
笔生意。尽管支起磨刀工具的地
方 处 于 风 口 处 ， 但 他 却 笑 着 说
“有活干就不冷”。

“他磨得挺好的，上次让他
磨菜刀，这次我再让他帮我磨剪
刀 。 ” 9 0 岁 的 吕 老 太 笑 呵 呵 地
说，因为付师傅的手艺好，小区
里很多人都留有他的电话。刀变
钝了，就会打电话给他。

“找我磨刀的很多都是老客
户，要不就是老客户介绍的。”
付师傅说。

戴厚手套磨刀不方便，戴薄手套
手又会被冻僵。极寒天里，低温对磨
刀人也是一个严峻的考验。25日，记
者走近了迎着寒风穿梭在大街小巷的
磨刀人。

图图为为2255日日，，苗苗淑淑云云全全副副武武装装坐坐在在墙墙
角角修修鞋鞋。。本本报报记记者者 张张晓晓鹏鹏 摄摄

包包裹裹严严实实的的菜菜商商。。

付付师师傅傅的的薄薄手手套套上上有有好好几几个个窟窟窿窿，，并并不不保保暖暖。。李李珍珍梅梅 摄摄

温馨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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