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9年前暂住淄博

“小姐姐”带她转遍月牙街

1964年，王玉杰还是个11岁
的小姑娘。她追随姐姐暂住淄博淄
川区昆仑公社大昆仑月牙街，帮忙
照看姐姐家的孩子。“当时我对那
个地方非常不熟悉，认识了她之后
才变得开心起来。”王玉杰介绍，她
当时认识了比她大三岁的“小姐
姐”王久桂，两个人非常投缘，无话
不说。“我当时没有上学，每天看着
姐姐的小孩在家等着她放学。”王
玉杰说，放学之后王久桂就带着她
到处转悠着玩。打沙包、踢毽子、跳
房子等小游戏让她们的感情越来
越好。

最让王玉杰难忘的三个地方
是火车道、图书馆和一个饭店门口
的大槐树。“火车道上可以捡到滑
石，拿着那些滑石，她在自己的小
黑板上写写画画，教我认字。”王玉
杰回忆，那年她 11岁，还没有上
学，王久桂在学习汉字上算是她的

“小启蒙老师”了。另一个地方就是
当地的图书馆，因为王玉杰特别喜
欢听刘三姐的歌曲，王久桂就带着
她到图书馆去找图片(照片附带着
歌谱)。两人一边看孩子一边翻看
图片，空闲时间王久桂教会了她不

少刘三姐的歌曲。让王玉杰念念不
忘的还有一个饭店门口的空膛大
槐树，很多人在大槐树下闲聊的场
景让她记忆犹新。这让后来的王玉
杰对老槐树也总有一种特殊的情
愫，“去魏氏庄园游玩时，我特意让
同伴为一棵空膛老槐树拍了照，每
每看到它，总会想起儿时的‘小姐
姐’。”

后来，因王玉杰的姐姐离开淄
川，她只能和王久桂告别。但在
1974年王玉杰结婚的时候，“小姐
姐”王久桂还千里迢迢地赶到滨州
祝贺，送给她一对红色的花瓶。直
到现在，王玉杰还很爱惜地保存
着。

思念与日俱增

曾中途下车到故地寻友

当时的通讯设备太少，没有电
话没有网络，两个人就慢慢失去了
联系。“到了现在，越来越想念她。”
王玉杰说，一次她跟着做水果生意
的儿子去淄博沂源批发桃子，中途
正好经过淄博淄川她曾经住过的
地方，“我当时已经找了她很长时
间，这次是个好机会，我就跟儿子
说，要去他的姨。”儿子很知心地把
母亲带到了就近的地方，王玉杰直
奔曾经的月牙街方向。

可是，从儿时居住距离现在已
经近50年，曾经的月牙街拆迁了，
她心中记忆的大槐树、图书馆等很
多印象较深的地方都无法找寻。失
落的王玉杰只能无功而返，“当时
伤心了好大一阵子。”王玉杰说，她
觉得再也找不到那个好姐姐了，时
常望着王久桂曾留给她的一张一
寸照片发呆。

本报两地联动

帮助王玉杰找到老朋友

当本报记者了解到王久桂
的基本信息后，立即与《齐鲁晚
报·今日淄博》的记者取得联系。
通过手上掌握的资料，记者与淄
博市公安局淄川分局取得联系，
后了解到在淄川某辖区内确实
有一居民与记者提供的资料有
多处吻合，但因为居住地点等略
有出入，还不能判定是否是其所
描述的对象。

随后，在民警协助下，记者与
该居民取得联系。当提到王玉杰
时，该居民顿时恍然大悟，并感慨
地表示“我们是四十多年的老朋友

了，已经多年不见了，自己也很想
念她，想不到她在找我。”淄川公安
分局工作人员对此也表示，如果王
玉杰想要来淄博与老朋友见面，民
警愿配合本报帮老人引路。

在找到王久桂后，本报记者第
一时间通知了王玉杰。王玉杰得知
找到王久桂时非常激动，立即给王
久桂通话，久未谋面的老朋友聊了
半个小时之久。

“我想好好谢谢齐鲁晚报和民
警同志！”王玉杰感激地说。因双方
家中都有事脱不开身，她们约定择
日见面叙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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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年不见的好姐妹终于找到了
本报与《齐鲁晚报·今日淄博》两地联动，帮居民王玉杰圆了自己的梦
文/片 本报记者 于荣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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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天前，家住滨州市滨城区市中街道办事处新蒲城居委会
的王玉杰向本报记者求助：50年前，她在淄博淄川区曾结识了一
位非常要好的朋友；10年后她结婚时，这位叫王久桂的朋友还曾
来到滨州为她祝福，并送给她一对花瓶作为结婚礼物。40年过去
了，两位老朋友因为各种原因失去联络，现在的她非常想念这位
老朋友。

1974年王玉杰结婚时她的好朋友王久桂曾特意从淄博来到滨州为
她祝福，并送来了一对花瓶。近40年来，这对花瓶王玉杰一直小心保存。

我是一名上海的摄影爱好
者，我的老家在山东无棣碣石
山镇刘黄龙湾村，父母是南下
干部，如今都已在老家叶落归
根，哥哥姐姐等众多亲戚都在
老家，我常回家乡探亲。

2 0 1 2 年，我从网上看到市
住建局新任命的刘家黄龙湾村

“第一书记”董建忠到村报到，
村庄的很多规划提上日程。这
个信息让我心情十分激动，立
刻将回家乡过年列入计划。每
年回家乡我都拍摄了不少照
片，这次回家乡过年我的相机
里肯定能增加不少新内容。

一到村口，我就被立柱上
的标语“和谐文明的刘黄龙湾
村欢迎你”所吸引，还有高大的
不锈钢村名耸立在村口。走进
村里，再也不是泥泞不堪的土
路；以前倒垃圾的水塘，经发掘
整理，恢复建设了“龙湾夜月”，
成了无棣县八大景之一。

以前家家户户都有一两
个大水缸蓄水，每周只有固定
的两天放水，其他的时间只能
用提前存蓄好的水，通上自来

水后，彻底解决了刘家黄龙湾
村群众吃水难问题。原本村里
不宽敞的乡间土路上，牛粪到
处是，牛棚随处搭，如今，村子
的道路呈现出“六横两纵”的
布局，条条都是 1 5 厘米厚的混
凝土浇筑而成，并且在每个路
口安放垃圾箱，还有专人负责
清理。占地 6 0 0 平米的健身文
化广场，彻底改善了刘家黄龙
湾村的村级活动场所，极大地
丰富了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
生活。

现在的刘家黄龙湾村远近
闻名，过年期间我走亲访友到
过不少村庄，不少亲戚都投来
了羡慕的眼光。我想，作为碣石
山镇生态文明建设的一个缩
影，未来的“刘家黄龙湾生态文
明村”将会越来越多。

(作者系中国摄影家协会
会员、上海摄影家协会会员刘
海华 记者 于荣花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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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区里的流浪狗该咋办呀？
市民刘先生：

不知咋的，小区里最近有
很多流浪狗，每天都看到它们
在小区里逛，上一次还把一名
保洁工咬了，“这些流浪狗多
危险呀，相关部门应该出来管

管。”
网友“自在娇娘”：

小区里的流浪狗可以采取
领养或送养的方式进行，只要狗
没病，很多人都愿意收养。
网友“碧海蓝天”：

不知道滨州有没有收养站，
可以统一送到那里便于管理。
网友“万里天空”：

让派出所收走，训练成警
犬，岂不一举两得？

(记者 刘涛 整理)

李家有女初成长

上图为 2010年前后的照
片，下图为规划后村庄现状。

上图为2010年前后的照片，
下图为规划后村庄现状。

2013年2月25日(农历正月
十六)下午3点13分，我家宝宝
出生了。当听到她出生后的第
一声啼哭时，眼泪从两颊流了
下来，忽然间就感觉，随着这个
小生命的诞生，从今以后，我的
生命也有了另一番意义。

宝宝刚出生时体重七斤一
两，用婆婆的话说，是个“胖姑
娘，大眼睛，细长的眉毛，小嘴
巴……”听到这些，别提我的心
里有多高兴了。

宝宝很少哭闹，就连拉屎
拉尿之后也只是使劲地拧着
身子，以此来告诉我们得给她
换尿布了，只有在饿了的时候
才会哇哇大哭。每次吃饱之
后，她都会睁着眼睛四处看，
大概是对这个陌生的世界非
常好奇吧。一个人玩的时候，
她会有各种表情：张大嘴的、
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皱眉头
的……每当这个时候我都会
盯着她看个不停，她这些个表

情都会逗得我笑。当看累了，
自己一个人玩够了，她就又呼
呼睡觉了。

宝宝出生距离现在整六天
的时间了，为了宝宝，我们家里
的每个人都在高兴地忙碌着，
而我也在适应、并努力变成了
一个合格的妈妈。也正是有了
孩子之后，我才感受到，作为一
个母亲，是多么地不容易，母亲
对儿女的爱，真的是一种本能
的反应。

在以后的每个日子里，只
希望宝宝能健康快乐地长大，
这便是我们最大的幸福了。

(王丽丽)

最近你家有什么喜事吗？
结婚、祝寿、宝宝出生是不

是您情不自禁地要跟大家分享
您的喜悦？“小鱼儿”社区版贴
近民生，和您喜乐共享！即日
起，本报推出《社区喜报》栏目，
欢迎社区居民拨打报喜热线
3211123、18654399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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