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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片 本报记者 范少伟
张晓科

通讯员 李勇 苏兆正 朱振玉

舍不得穿的衣服
拍照时穿了出来

米黄色的上衣，深蓝色的
裤子，62岁的杨剑的打扮让邻居
们眼前一亮。平时他穿得总是很
朴素，忽然打扮起来，显得格外
精神。“你还很年轻呢，真没看出
来。”邻居们和他打趣道。

杨剑20岁上班时就住在这
里，他这身衣服是女儿给他买
的，平时不舍得穿。拍照时他笔
直地站在人群中，特别严肃，双
手紧紧贴着大腿两侧。

参加这次拍照的每个人也
大都像杨剑一样，穿上了最体
面的衣服，像参加重要的仪式
一样。已73岁的马淑芳也穿上
了新衣服，紫红色的，她还戴上
珍珠项链和手镯。马淑芳在这
里也住了41年，她是这次合影
的发起人。

“棚改是政府行为，我们支
持，就是舍不得，一说搬家就有
些害怕。”马淑芳说，她想以拍
照的方式让大家聚一聚，也为
以后做个留念。

马淑芳是家委会成员，
她向家委会其他人员提出这
一想法时，赢得了一致赞同。
于是，马淑芳和常志平、杨剑
这两个老伙计挨个打电话通
知所有住户，他们整整用了
一下午的时间，每个人打了
七八十个电话，每户居民都
通知到了。这里共有258户居
民，此时很多居民已搬到外
面住了，为了合影很多人还
是赶了回来，还有的是从上
海、北京等地专门赶回来的。
当天参加拍照合影的有2 2 6
人。

回想老邻居们接到通知时
的情景，马淑芳说，大家可开心
了，都很激动。在济宁本地住的
基本上都回来了，拍完照后大
家又在一起聚餐，从中午一直
聊到傍晚，有的居民哭了，希望
还能住到一起，相约棚改之后
再回到这里。

从上海赶回来
就为这最后大团聚

为了参加合影，居民老谢
从上海的儿子家匆匆赶了回
来。拍完合影后，他把家具都搬
到亲戚家。

泛黄的衣橱，磨掉漆的衣
柜、破了角的桌子，还有锅碗瓢
盆，老谢都舍不得扔。老谢说，
再回来还不知道这地方会变成
什么样子，老邻居们可能都见
不到了。

与老谢一样，一想到搬家
马淑芳就很害怕。这里的居民
她都认识。小区里没有物业，楼
前楼后的卫生清扫工作都是由
居民自发完成。一把大扫帚放
在大门口，社区里的热心人谁
有空谁扫。地面是水泥地，每天
打扫两次，扫帚两个月就要买
一把新的。

“大家住在一起太熟悉了，
仙营街道每个月给我们8名家委
会成员补贴300元钱，我们都没

要，而是在中秋节和春节时，用
这些钱买了鸡蛋和油分给了居
民。”马淑芳说，我们8个人对此
都没有意见，反而特别开心。在
收取电费、燃气费时，居民也很
配合，主动把钱交上来，在没有
物业的情况下，这里的生活很有
秩序，小院打扫得也很干净。

忘不了老伴昏迷时
是邻居们救了他

在这里住了三四十年，有太
多的回忆，即将分手，大家回想
最多的是过去的互帮互助。

孔令红是马淑芳的邻居，
仅一墙之隔。马淑芳永远也忘
不了，老伴突发心梗时邻居们
的热心帮助。“六年前的一个冬
天，老伴突发心梗，孩子们都不
在家，吓得我大声喊叫，邻居们
听到了，都跑了过来。”回忆起
当年的情景，马淑芳仍然感动
不已。孔令红拿来了硝酸甘油
让马淑芳的老伴服下，然后又
陪他们一起去了医院，直到做

完手术才回家，在医院里待了
整整一夜。

去年一月份，同样是晚上，
马淑芳的老伴又突发了心梗，
孩子们也在不身边。是邻居们
把老伴送到了医院。救护车上
跟了五六人，还有的邻居骑着
自行车赶到了医院，直到孩子
们回来才走，这样的帮助她一
辈子也不会忘。

马淑芳说，在这里住的居
民很多都已六七十岁了，现在
要搬家了，真的舍不得，还真怕
到了一个新的环境，周围的人
都不认识，很难再有这么深厚
的邻里情。

任城区仙营街道相关负责
人说，济宁市开关厂宿舍是典
型的老旧居民区，基础设施不
全，属济宁市的棚改范围。“得
知他们想要拍合影后，我们就
组织了网格员、志愿者给他们
拍照，帮他们实现了这样一个
心愿。目前征收补偿前期准备
工作基本就绪，不少居民已经
开始准备搬家。”

爱爱心心，，““煎煎饼饼侠侠””收收到到的的最最好好礼礼物物
父亲节到了，这个90后爸爸又露出了微笑

要要拆拆迁迁了了，，222266位位老老邻邻居居来来张张大大合合影影
济宁市开关厂宿舍居民面临分别，大家伙都有些舍不得

本报济南6月18日讯（记者
王兴飞 实习生 杨志奇）
6月18日是父亲节前一天,90

后爸爸沈恒也受到了陌生人对
他的美好祝愿。这一天，有孩子
拿了家里的零花钱到他的摊上
买煎饼，也有孩子在家长和学
校老师的带领下送来数千元的
义卖善款，“煎饼侠”的眼里几
度闪耀起泪花。

“煎饼侠”沈恒2岁5个月的
女儿这时仍躺在省立医院的病
床上，接受着第二个疗程的化
疗。早上6点，沈恒的煎饼摊又
出现在了省立医院西邻的纬八

路小吃街上，摊位还没打理好，
就有热心市民陆续送来捐款。
一个早上他先后收到热心市民
捐助的爱心款500多元，抵得上

他以前四五天的摆摊收入。在
买煎饼的人中有不少是尚年幼
的孩子。

住在附近的市民王先生

带着自己五六岁的女儿来到
这里。“来给你送点钱，给孩
子治病用。”王先生把100元
钱递到沈恒手里。直到转身
离去，拉在手的小女儿一直
都用眼睛注视着这个卖煎饼
的9 0后年轻爸爸，她的眼睛
很大也很亮。

上午10点多，没有来得及
更换衣服，一身“煎饼侠”装扮
的沈恒又急急赶去医院。半路
上，一对刚从菜市场买菜回来
的年轻夫妇拦住“煎饼侠”，并
将一张100元钞票塞到沈恒手
里。

17日打车赶来捐款的李女
士也把沈恒的微信和家庭遭遇
发到了自己的朋友圈里，已经
有不少朋友在微信里向沈恒捐
出善款。“很多90后的孩子还不
知道什么是家庭责任，但这个

90后的年轻爸爸却要扛起这个
不幸，他是一个称职的父亲。”
李女士说。

为了救助罹患白血病的小
妞妞，经五路小学2014级400多
名学生也积极奉献爱心。上午
10点多，年级部组长、班主任张
克和三名学生代表及家长一起
赶到小妞妞的病房前，将学生
们义卖筹集的2400多元爱心款
交给沈恒。

妞妞被确诊为白血病，
这名年轻父亲已经很久没有
微笑过了。看着这些活泼可
爱的孩子，这名年轻父亲的
心里满是感动。临别之际，沈
恒将自己的手机塞到记者手
里，他想和孩子们合张影。几
分钟后，看着手机照片上的
合影，沈恒的脸上终于出现
了久违的笑容。

摆摊救女

6月4日上午，济
宁市开关厂宿舍很热
闹，这里的226位居民
一起拍了张合影。这
个宿舍是济宁市棚改
项目，马上就要拆迁
了。200多户居民在这
里生活了三四十年，
大家感情亲得更像是
一家人一样。离开这
个小院，大家有憧憬
有激动，而更多的还
有不舍。

每户出一个代表，有226位居民拍了合影。

小学生代表给妞妞带来了玩具，希望她健康、快乐。本报记者 戴伟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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