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好邻居常常借杂粮接济他们家
每到吃饭时间，楼里的邻居们都会端着饭聚在院里。
杨志茹的继父与杨志茹的母亲结婚时带着两个女儿，母亲又为继父生下一男一女，“当

时家里情况很复杂，日子过得很不容易”。
“你家吃了什么，我家做了什么，很是热闹。”邻居们没想太多，只是当时家里太穷，杨志

茹总不好意思把家里吃的杂粮饭端出来。
谷家的条件当时比较好，谷叔叔是从东北过来的，家里经常有白面吃，杂粮就借给杨志

茹家撑日子。
“谷大大也很好，常把老家人带来的黄面烙饼分给邻居们吃。”杨志茹说，因为东北人叫

阿姨都叫大大，所以一直称谷阿姨为谷大大。
“最困难的时候，谷叔叔一家帮助了我们。”30多年前,国棉六厂老邻居们的亲情和恩

义，救了杨志茹和家人的命，也让52岁的杨志茹至今无法忘怀。
杨志茹有了新的房子和车子，也给老母亲买了新房，家人逢节日假日重聚，还会想起国

棉六厂的老邻居们。

大病期间谷大大送来一盒救命粮
1976年，18岁的杨志茹下乡期间生了大病，没办法继续在农场干活，只能回到家中。
杨志茹家当时大小7口人，生活很是困难，有病在身的杨志茹日渐消瘦。

“当时痢疾很严重，整天浑身没劲儿，要是能吃口白面该多好。”家中杂粮都不够吃，杨
志茹觉得自己的想法荒唐。

谷大大心疼杨志茹，蒸了一饭盒白米饭送到家里。
“你们不会想到当时那盒米饭对我来说有多珍贵。”杨志茹哽咽着说，那盒白米饭就是

她的救命粮。
“谷大大家也有6口人，限量的粮食也不宽裕，这是我第一次吃到白米饭。”杨志茹看着

饭盒里热乎乎的白米饭，觉得谷大大就像妈妈一样亲。
“饭盒里的米饭我舍不得吃，弟弟妹妹围在一起，谁也都舍不得先吃。”杨志茹说，继父

的女儿回来开始不知道她生了病，只看到大家围着一盒白米饭，还在家大闹了一场。

寻找谷大大的儿女再续邻里亲情
1980年,杨志茹一家搬出了39号楼，他们是最早搬出的，中间有好多年没再联系。
杨志茹没有忘记过谷叔叔一家，偶然在街上碰到过去的老邻居，才知道谷大大已经去

世。
“特殊岁月，日子都不好过，谷家人给了我们最好的帮助。”杨志茹要把这份情延续下

去，找到谷家儿女成了她的目标。
2003年，到处打听谷家消息的杨志茹，终于得到了谷家人的电话，双方通了一次电话，

可因为电话号码的变更，联系再次中断。
杨志茹拿出当年的饭盒和她与谷家二女儿谷春玲的合影，两件东西寄托着两家人浓厚

的感情。
“谷大大已经不在了，可她给我的爱，希望可以回报给她的儿女，这份深厚的邻里情也

该延续下去。”杨志茹希望，在今年的邻居节上，与当年的好邻居共话过去的亲情故事。
谷家大女儿谷春枝、二女儿谷春玲、大儿子谷春林、二儿子谷春辉或身边认识的人，见

报后请拨打本报热线67659999，帮杨志茹圆了和邻居重聚的愿望。

嫌电动车影响休息
他烦了就一脚踹倒

□晚报记者 汪永森 实习生 蔺洋

谁动了他们的电动车？

四厂中街 7号楼的居民最近很郁闷，放在
楼下人行道上的电动车经常“很受伤”。

“电动车不是被踹倒，就是被拔掉充电插
头，车座还经常被划破。”7号楼4楼居民张华中
说，电动车零件有时还会被卸走。

很多居民都遇到了与张华中一样的问题，
到底是谁动了他们的电动车？

昨日中午，1楼李先生正在厨房做饭，听到
窗外“咚”的一声，电动车的报警声随之响起。

李先生寻声跑出去，发现楼前的电动车倒
在地上，倒车镜和后备厢都摔掉了。

扭头看见有人慌慌张张往远处跑，李先生
喝问为何碰倒电动车就不管了。

电动车影响了休息

碰倒电动车的是朱先生，他很不情愿地拐
回扶起电动车。

张华中听到了楼下的响动，下楼看到受伤
的正是自己的电动车。

“一看就不是不小心碰倒的，是不是你踹
的？”张华中又愤怒又心疼。

朱先生理直气壮地说：“你的电动车挡了
我的路！”

“路这么宽，我电动车停在路边人行道上，
挡你什么路了？”张华中更气愤了。

居民们听到吵闹，跑出都说“可找到是谁
干了缺德事”。

“你的自行车一直放在楼门口，还锁在扶
手上，谁说过你挡路了？谁卸过你车上的零件
了？”李先生说。

“你们的电动车放在楼下很吵，影响我休
息了。”朱先生说。

邻里有问题就该说出来

电动车受伤，张华中不愿意了，他坚持要
朱先生修车，两人推推搡搡没有结果。

棉纺路办事处巡防队员孙义、张伟拉开了
两名冲动的邻居，朱先生开口同意回家拿钱给
张华中修车。

巡防队员和7号楼的居民在楼下等了半个
小时，可一直未见朱先生出现。

居民们决定拨打 110，民警赶来敲开朱先
生的家门，朱先生这才表示接受调解，终于为
张华中修了电动车。

“邻里之间应该互相体谅，有了问题要说
出来，不能暗地搞破坏。”巡防队员说。

线索提供 吴晓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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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2005 年开始，
由郑州晚报发起的郑
州邻居节轰轰烈烈地
展开。

今年，郑州多个
社区的邻居节活动都
照常进行。

其实，邻居节不
只是个概念，只要邻里和谐相处，天天都是
邻居节。

从本月2日开始，晚报将通过版面，回归
邻居节。倾听所有社区邻里之间的感人故
事，走进每个社区，记录社区的点滴真情。

如果你要讲讲社区的人和事儿，请登录
www.izzwb.com 留言，或者拨打本报热线
67659999，记者会第一时间和你联系。

邻里相处得好邻里相处得好 天天都是邻居节天天都是邻居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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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铝制饭盒、一
张双人合影勾起一段
邻里亲情。

30 年前和邻居们
夏季室外连席而睡的
生活，对门邻居一饭之
恩的救命故事，在淅沥
的雨中被重新提起。

“30 年过去了，我
一直都在寻找我的好
邻居。”昨日，52岁的杨
志茹走进晚报大厦，向
记者讲述对国棉六厂
老邻居的感激与想念，
更希望通过本报找到
老 邻 居 报 答“ 一 饭 之
恩”。

晚报记者 汪永森
实习生 蔺洋/文 廖谦/图

30年后雨天重回旧家园
阴雨连绵，杨志茹开车载着记者来到六

厂前街家属院，车窗外出入的都是她熟悉的
身影。

39号楼洞没有变化，楼前的空地已经盖
起存车的平房，紧挨楼梯一楼西户曾是杨志
茹居住过10多年的家。

“一走进这里，就会想起以前的很多事，
控制不住想流泪。”杨志茹的新家在农业路
花园小城，搬走后她很少回到39号楼洞。

古旧的红砖楼，是狭窄、破旧、昏暗的感
觉，杨志茹踏上楼梯却有着说不出的激动。

“我以前住在这里，可以进去看看吗？”老
邻居们都已搬离，杨志茹小心地敲着曾经的
家门。

屋里人打开房门，跨过一道门槛，经过
狭窄的过道，杨志茹感叹“都还没有改变，这
就是我以前的家”。

“曾经我就睡在这儿，一张大床、一个上
下铺的小床……这是我家的灶台……这个
池子洗菜，那个池子涮拖把、刷尿盆……”杨
志茹细数起40平方米老房子的点点滴滴。

房子换了新主人，邻居都不知搬到哪里
了，杨志茹在小屋里感叹。

“以前的邻居才叫邻居，比亲人还要
亲。”

楼前空地一起听故事
39号楼前平房的位置，曾经是杨志茹童

年和邻居伙伴们玩耍的空地。
夏天的夜晚，39号楼前的空地上，各家各

户都会拿着席子，连在一起乘凉、过夜。
“铺席子前要在地上泼水，防止起土，还

让吸了一天热气的土地降了温。”杨志茹说，
小孩儿们吃完饭都端着小盆儿泼水，抢地盘
画界线，有时还因此吵闹一番。

天渐渐黑了，忙碌了一天的大人们，嬉戏
打闹的孩子们都聚在楼前的空地上，乘凉、聊
天。

杨志茹回味着，孩子们躺成一片，看天空
闪烁的星星、听谷叔叔讲各种稀奇的故事。

“谷叔叔有很多故事，楼里的孩子都喜欢
围着他听故事。”杨志茹说，谷叔叔性格和善，
又很爱说笑，深得孩子们喜爱。

杨志茹与谷家二女儿谷春玲（左）合影杨志茹与谷家二女儿谷春玲（左）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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