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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社会

□晚报记者 董洪刚 汪永森 实习生 薛意茹

“我就是以一颗母亲的心，来供两个孩子
上学。”昨天上午，租住在管城一个街道的汤女
士向本报求助，她年轻时候收养了两个女儿，
现在一直靠做小生意供养孩子上学，每天只有
10多元的生活来源，除了吃穿已经没有剩余，
现在，她正在为俩孩子的学费而发愁。

3口之家生活在4平方米车棚
“我们住的地方就在身后的车棚，我们是

车棚的一号住户。”这位年龄 52 岁的母亲姓
汤，但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老很多，她身后的一
排车棚夹在两侧的楼房中间，长长的车棚有十
几个门，里面挂着晾晒的衣服和各种工具。“这
里都是外地来郑州谋生的人住的，有给公司打
扫卫生的，有做小生意的。”

记者走进一号车棚，只有4平方米的房间
除了床没有更多的家具。“我晚上睡在外边，里
边让两个女儿睡。”汤女士说，晚上打开一个钢
丝床躺在车棚外边，下雨了就在邻居家的篷布
下休息。

她收养了两个弃婴
“两个女儿都很努力，聪明懂事。”说到孩

子，汤女士有很多话要说。22岁的大女儿已经
上大学了，并通过专升本在黄河科技学院信息
工程学院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读书，还有一
年时间就毕业了。12岁的小女儿今年刚上初
中，现在正在学校军训。“两个孩子都不是我的
亲生孩子，都是捡的。”汤女士说，小女儿现在
还不知道自己的身世，大女儿也是不久前才知
道的。

汤女士是临颍人，结过婚后孩子出生不到

一年就夭折了，她也很快离婚回到娘家。1987
年，她在路边捡到了大女儿，当时孩子看起来
半岁大小，在路边饿得哭个不停。“娘家人都反
对我收留孩子。”而为了更好地抚养孩子，她搬
到临颍县城做起了小生意。就在大女儿刚刚
10岁的时候，她又遇到了小女儿，“脐带还没有
完全处理好，很可怜的样子，没人收养就可能
死在街头。”好心的汤女士再次动了情。

努力地为女儿挣学费
靠在门口摆个鞋摊的小生意，汤女士一人

艰难地养活着两个女儿，从吃穿到上学，尽管
很苦，但两个女儿也带给她很多快乐。2006
年，大女儿考上郑州一所专科学校。

“我不能让孩子的学业中断……”每天起
早贪黑的她,努力地忙活着，靠着那个鞋摊，一
点一点地为女儿挣学费。

郑州话源于中原官话
□晚报记者 张玉东 张璇

实习生 毛丽霞 张攀攀

本报讯 “板凳叫蹲儿，我叫俺，衣服兜
叫布袋儿，没有叫木牛……”看见这样的顺
口溜，相信每一个老郑州都会会心一笑。有
网友总结了近200条郑州方言俚语并分类贴
了出来，许多人看见后大呼过瘾，直说“还是
家乡话听着舒服！”可郑州话究竟是怎么形
成的？在热捧之余，也有不少人想知道郑州
话的前世今生。

对于一个论坛上贴出的近 200 条郑州
方言俚语，网友“快乐小鱼儿和哎呦呦”
说：“哈哈，平常没少说，也没觉得有啥，
在这上面看着可‘捣蛋’。”而“宝贝 52”也
说：“这帖可地道嘞，我家大姑姐说的就是
可地道的郑州话。”一位匿名网友在帖子
里表示：“郑州话相对于河南其他地区的
方言来讲，更易懂了，也好听了！支持郑
州话。”

日前，郑州大学文学院的崔灿教授介绍
说，郑州方言属于中原官话，中原官话包括
河南省及与河南相邻的山东省、河北省、山
西省、陕西省、安徽省的部分地区所说的方
言，它主要来源于宋代陈彭年所修撰的《广
韵》一书。书中记载了当时中原官话的声韵
调，而在宋元明清的一些文学作品、笔记小
说中也保存了很多方言词汇。

崔灿教授说，随着现在普通话的推广普
及，再加之郑州经济、文化、交通的日渐发
达，在不断与外界交流的过程中，郑州话增
加了许多新词汇，当然也在逐步减少一些旧
词。各地方言作为地方非物质文化遗产正
在逐步消失或退化，是目前语言发展的一种
必然趋势。一些像郑州这样对外交流比较
密切的地区，方言消失可能就会快一些。但
一些如使用客家话相对封闭的地区，方言消
失得则会较慢。

樱桃沟景区
试引进“珍禽异兽”
昨日，市人民公园鸟类生态园的负责

人，把两只小孔雀和4只小珍珠鸡赠送给樱
桃沟景区一农家乐。农家乐负责人李彬介
绍，樱桃沟一直以樱桃为主，近年来，二七区
旅游部门，开始发展观光农业，但单一的樱
桃，季节性太强。“我们希望多种经营，想引
进一些动物，试着与鸟类生态园联系，他们
同意赠送给我们鸟类，两只孔雀还是国家
二级保护动物，珍珠鸡观赏性也很强。如
果在这里试养成功，我们还要引进白天鹅、
黑天鹅和丹顶鹤等更知名的观赏鸟类。游
人来这里，不但能欣赏植物，还能看到珍禽
异兽。” 晚报首席记者 徐富盈/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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