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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园里
蹦出一只
红色小青蛙
□晚报首席记者 徐富盈/文
晚报记者 廖谦/图

“这是什么青蛙啊?”昨日上
午，在兴华街亚星盛世幼儿园的
一个小鱼缸内，一只红色的小青
蛙在鱼缸里欢快地游动。这只
火柴盒大小的青蛙全身血红，连
眼睛也是红红的，只有后脚的指
尖是黑色的。

幼儿园的边老师说，这只奇
怪的青蛙是在他们幼儿园的大
厅里面发现的，昨日早上，孩子
们都到各自的活动室活动，大厅
里空荡荡的，当时谁也没注意，
这个小家伙就趴在大厅的地板
上。“如果不是专注看它，一时真
看不出来。因为它一动不动。”

一位孩子的家长带着孩子
路过时，这小家伙受惊后开始
蹦，边老师看到后，开始还以为
是谁家孩子掉下的塑料玩具，但
是，仔细一看竟是活的！

她惊奇地叫来幼儿园的同
事何老师，何老师一看，就赶紧
找来一只小鱼缸，把这只红色的
青蛙抓了进去，先养起来。

边老师分析，他们的幼儿园
是在一座楼内，大厅的大门正对
面 10 多米就是小区内的一道人
工小溪流，那里面有水。有可能
是从那里面出来的。

老师们希望通过《郑州晚
报》找有关专家求证一下，这是
什么品种的青蛙，是不是变异的
青蛙？

昨日下午，记者采访了动物
专家、人民公园鸟类生态园董朝
伟，他说，这是一种变异的青
蛙。在农村小河里，螃蟹变异后
可以变成白色的和红色的，这就
是基因变异。因为生存的环境
和水土的原因，孔雀也会由蓝孔
雀变异成白孔雀，老虎可以由黄
色变异成白色，都是基因变异。
近年来在全国几个地方，都发现
了青蛙变成红蛙的事。这只青
蛙由绿变红，应该是基因变异造
成的。但是也不排除它生存的
水中含有微量元素而造成的，这
里面也可能有人为因素。

2008年，小丽通过自己一位姑奶介绍，认识了现在的
丈夫王山岭。

王山岭在一家电动车行工作，主要负责帮客户维修电
动车。

“山岭的心很细，这辆三个轮的电动车就是他亲手为我
改装的。”十几分钟后，小丽骑着电动车回来，前面的车把上
挂着一个白色塑料袋，袋子里装着买来的盒饭。

“怎么这么晚吃饭啊？”刚把盒饭摊在凳子上，小丽一抬
起头，竟看到丈夫已经站在摊位前。

“小丽，真幸福啊，老公下班还不忘来看看你。”坐在鞋
摊前的一位顾客忍不住夸了一句。

小丽的脸更红了，挂在嘴角的笑也越来越甜。
“我走了，等会儿就上班了。”王山岭干脆地朝小丽摆了

摆手，然后将双手放在腿部，慢慢挪动，一瘸一拐地走到电
动车旁。

目送丈夫离开，小丽伸手往前拉了一下坐着的凳子，深情
地说了一句：“我们俩的腿都不方便，但他总是先替我着想。
有时候我还总爱给他发脾气，但他总是让着我，逗我开心。”

两张小木凳是她的腿
为梦想前行
她叫小丽，在文化路开了一个修鞋摊
热心人很多，她喜欢这个城市
好想有个家，把公公婆婆接过来

文化路上，脸上布满汗
水的张丽丽，坐在修鞋摊位
前，两只腿萎缩地蜷在凳子
后面，一只手紧握着白色皮
凉鞋，另一只手拿着工具，认
真地修补。

“不用着急，先休息会
儿，喝点水。”省实验中学家
属院的王阿姨带着漂亮的宠
物犬“APPLE”，来到张丽丽
的修鞋摊前，在一张小凳子
上坐了下来。

王阿姨说，一个小姑娘
从早到晚忙手上的活，很辛
苦，自己是专门来陪张丽丽
聊天说话的。

张丽丽今年24岁，是一
名重症瘫痪型小儿麻痹患
者。3 年前，她和同样腿部
有残疾的丈夫一起，从老家
原阳来到郑州，开始为共同
的生活和理想奔波。

张丽丽笑起来很甜，再
加上她细心优质的服务态
度，附近居民都很喜爱她。
平时，大家都不愿意直呼她
的全名，都亲切地称呼她“小
丽”。 晚报记者 常亮 文/图

小丽和丈夫在城中村租房居住，每个月的房租是 260
元。她和丈夫的收入加起来，每月不足2000元。

除了生活费，小丽和丈夫的大部分收入都补贴给了家
里。

“有一天，我们能在这座喜欢的城市里有个属于自己的
家，那该多好，哪怕很小。”小丽心底有个愿望，她希望有一天

把公公婆婆和2岁的孩子接到身边，大家能在一起生活。小
丽的眼圈有点红，去年春节回家的时候，儿子看到她竟远
远躲开，孩子完全忘记了妈妈的样子。

收摊了，小丽再次拿起两个小木凳，不停地围着修鞋
摊奔走。看着矮小的背影穿梭在人群中，她每次抬起凳
子，一双坚强有力的手都会给人带来震撼。

工作：“两张小木凳，
是我的‘左右脚’”

修鞋摊很简单，只有几样
简单的工具。但摊位上堆起来
需要维修的鞋子不少，这大多
都是小丽靠平时优质的服务，
慢慢积攒来的老顾客。

“这些鞋子大部分都是老
客户送来的。”小丽熟练地操作
着一台有些破旧的砸鞋机，机
器旁边的地上，放着两张特小
号的木凳，很容易吸引别人的
注意力。

对小丽来说，这两个小凳
子用途很大，每次出门，她都需
要用双手紧紧抓着这两张小凳
子，然后用两个小凳子吃力地
托起自己的身体，一步步缓缓
前行。

中午 12时 40分，小丽放下
手中的活，在地上一个剪开的
大号塑料瓶里洗了洗手。

“去大铺买个盒饭，晚了，
就卖完了。”擦完手，小丽两只
手抓起小木凳，慢慢地将身体
挪到电动车旁。

“啪嗒”一声清脆的木头敲
击地面的声音，小丽将两个小
木凳尽量放到最靠近电动车踏
板的位置，身体稍稍前倾，两只
手用力地按在两张木凳上。

“嗨……”小丽咬了咬牙，
两只手一用力，身体被撑了起
来，一只脚踩在了其中的一张
木凳上，然后，她将两只按在
凳子上的手，慢慢向前移动到
电动车踏板上，咬紧牙关，再
一用力，另外一只脚也踩到了
凳子上。

经过两分多钟的辛苦准
备，小丽终于上到了电动车上，
然后她慢慢弯下腰，将两个小
木凳小心翼翼地放到电动车踏
板上。

小丽笑着向周围人摆了摆
手，然后转过身去，一个矮小的
身影，渐渐远去……

“Hello！”中午 2 点多，一位外国人拿着一双旅游鞋走
到小丽鞋摊前，他礼貌地弯下腰，把其中一只鞋子需要维
修的地方指给小丽看。这位外国朋友来自加拿大，是省实
验中学的外教老师。

3分钟后，小丽从摊位上拿起一块毛巾，对着鞋子刚刚
修补的位置擦了擦，抬起头，一脸微笑地将鞋子递给坐在
凳子上等候的外教老师。

由于听不懂英语，小丽只好伸出一根手指，示意修鞋
的费用是1元。外教老师从钱包里掏出2张1元纸币，硬塞
到小丽手中，并不时伸出大拇指，对她表示称赞。

“经常有人修完鞋多付钱。不管我怎么拒绝，最终大
家都会把钱强塞给我。”小丽说，为了表达自己的感恩之

情，她修鞋的价格一般都定在1到5块钱，还专门买了气筒
放在鞋摊上，给行人提供免费打气服务。

“来郑州3年了，周围的人都在帮我，在这里，我心里感
觉特别自由。”

小丽微微扬了扬头，开始细数起出现在身边的一个个
热心人：

“实验中学家属院的门卫经常帮我接水、5块钱一盒的
盒饭每次都是 4块钱卖给我、几位热心的阿姨空闲时间总
爱来陪我聊天……”

小丽说，以前总担心别人会用异样的眼光看自己，但在
郑州这几年，她从来没有过这种感觉。周围的热心人很多，
在这里生活习惯的小丽，早已把这座城市当成了自己的家。

幸福：“老公细腻的爱，紧紧围着我”

情结：“热心人好多，我很喜欢这个城市”

大大城城小小事事 城市和家园，包含着每个人的梦想。
踩着都市越来越快的节奏，每个人都在用自己的辛勤和汗水，为这座城市留下着丝丝痕迹……
如果你愿意让更多人分享你的梦想、你的故事，请打67659999这个电话告诉我们。

谢谢读者边老师提供这
条线索，请来晚报领取50元
稿费。

来自加拿大的外教不停对小丽竖起大拇指。来自加拿大的外教不停对小丽竖起大拇指。 工作时，开心的小丽。工作时，开心的小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