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85岁的张秀兰老人———

儿女把年货准备好了
闲来无事就缝缝鞋垫
文/片 本报记者 于荣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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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多年前的春节，正准备煮
水饺的张秀兰听说黄河水漫上
岸，连忙拉扯着家人爬上屋顶避
难；60年后，年过八旬的张秀兰
早已摆脱贫困，这不要过年了，
儿女早已把年货都备好了。

1月30日，记者来到85岁的
张秀兰家中，她和老伴与其他家
庭不一样，一点没有备年的紧张
感。三四年前，进入腊月之后的
张秀兰总要忙活着蒸年糕、蒸花
卷、炸鱼、炸肉等，连续三四年
了，她和老伴都不再为备年货操
心，“儿女们都觉得我们年纪大
了，操心太累。”

张秀兰放下手中的针线
活告诉记者，“年货儿女们都
给备好了！”说着带记者来到
厨房，拉开塞得满满当当的冰
箱，“你看，我都放不下了，剩
下的年货都挪到南屋去了。”

说着，张秀兰给记者一一说起
家中的年货：鸡、鱼、丸子、冻
虾、速冻水饺……张秀兰说，
因为啥事也不用干，她反而有
点闷得慌了，就自己找来家中
的碎布等材料，缝缝鞋垫、做
做钱包，“喜欢做的事越做越
开心。”

张秀兰回忆，60多年前的时
候，她和老伴的第三个孩子刚刚
两个月，春节准备的水饺馅都是
素的，水饺皮是一点点白面粉掺
上地瓜面，“生活真是不咋地，正
往锅里下水饺的时候，听说黄河
水上滩了，我和老伴带着孩子就
爬到屋顶上避难了。”

张秀兰说起这事儿还记忆
犹新，“那种生活真是不好过，现
在我们每年光老年人的各种补
贴都不少钱呢。”老两口谈起现
在的生活非常满足。

张秀兰在向记者展示儿女给备好的年货。

本报于2012年11月21日
以《13岁学生捡瓶子补贴家
用》为题报道了滨北街道办
事处刘木凿村13岁刘志鹏，
虽然家境贫寒，但人穷志不
穷的他靠捡拾瓶子贴补家用
的故事。临近春节，他和家人
到底过得怎么样，年货备全
了没有，记者在两个月后又
一次来到刘志鹏家。

30日记者与好心人尚先
生一起来到了刘志鹏家，尚
先生上次来时，发现志鹏家
缺一部家用电话，于是这次
他特意买来一部无线家用电
话并冲上话费送到他家中。

与上次相比，志鹏的房
间里多出了一张写字桌和一
张单人床，使原本空荡的家
一下子变得“拥挤”起来，刘
志鹏的妈妈陈振霞说，这是
好心人耿先生送来的。

进门时，刘志鹏正在新
的写字桌上做寒假作业，屋
内虽然烧着炉子，但他的手
仍然冻得蜷缩进衣袖里。记
者看到他的书本下面压着两
张崭新的奖状，一张写的是

“体艺之星”，另一张则是“三
好学生”。陈振霞一看到儿子
得到的奖状，脸上的愁容顿
时舒展了许多，她总说：“儿

子就是我的希望，看到儿子
有出息，再苦再累也值得。”

临近春节，刘志鹏家却
还没开始置办年货，陈振霞
说，过年不用太过浪费，包些
水饺有个年味就够了。她告
诉记者，往年都是买上两三
斤肉，犒劳一下孩子，大人倒
也无所谓。每逢过年，志鹏的
两个姑姑对他家非常照顾，
常常从外面置办一些年货送
到家里，有时亲戚还叫志鹏
去他们家过年，这让陈振霞
心里有说不出的感激，“虽然
是亲戚，但常年如此，我的心
里都有些过意不去。”

发了两张奖状 年货一点没买
——— 记者回访捡瓶子补贴家用的刘志鹏
文/片 本报记者 刘涛

刘志鹏今年获得了两张奖状。

春节快到了，远近传来
的鞭炮声唤不起我过年的
喜庆感觉，只感到太冷了。

由于种种原因，房子没
有开通暖气，屋里特别冷，
水表冻烂了，水也停了。我
的工作是送报纸，老天也作
对，不是下雪就是雾霾天，

无论上班还是下班，都没有
暖和的地方。屋里冷，看书
坐不住，我辗转找到市图书
馆，没想到里面更冷，借了
几本书赶紧回来了。

年前儿子当兵去了广
州，妻子在东营打工，为了
多挣点钱还房贷要留下值

班，一家人聚在一块过年怕
是很难了。

更难的是囊中羞涩：我
在滨州刚刚上班，二月底才
发工资，而年只有十来天就
到了，手底下只有区区二百
元钱，这个年注定是难过
的。恐怕得借账了！

天无绝人之路，虽然艰
难，但希望还在，光明犹存。
困难只会激起我的斗志，不
会让我垂头丧气，就让暂时
的困难来磨练我的意志吧，
为了圆自己心中的那个梦，
再苦再难又算得了什么！当
人们大包小包置备年货的

时候，我重温孟子讲过的一
段话：“故天将降大任于是
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
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
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
性，曾益其所不能”来算作
我的“备年”吧！

(读者“风”)

格读者来信

我也说说我的备年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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