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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人人缘极好
就是附近的活路牌
“奶奶，附近有没有工商银行？”我们

正说着话，一位年轻的女孩走过来，向张
奶奶打听最近的工商银行。

“妞，就在城东路前边 100多米，那
个红颜色的楼下就是工商银行 。”

张奶奶老家是驻马店的，1954年就
来到了郑州，可以算得上是个老郑州了，
附近的银行宾馆，机关企事业单位十分
熟悉。老人一脸的慈祥，很多人都喜欢
找张奶奶问路，每次，老奶奶都能准确指
明方向。

老人的眼睛高度近视，戴着1800度
的眼镜。虽然看人不是那么清楚，但相
熟的人她仍然老远能分辨得出。我们说
话的工夫，老人便主动与三位路过的熟
人打招呼。一位腿脚不方便的年轻人，
在家人的搀扶下路过。老人突然站起
来，快步上前，抚摸一下年轻人的脸颊，
然后亲昵地说着：“乖，回家了？”这位年
轻人就住在附近的小区，老人每天都和
年轻人主动打招呼，并上前亲昵地抚摸
一下孩子。

老人在这儿快 8年了，附近小区的
人和张奶奶都混得很熟，每天，都有人专
门来陪她唠嗑。虽然挣的钱很少，但张
奶奶开心快乐地生活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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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我经过商城遗址旁，总看
见一位戴着高度近视眼镜，头发花白
的老人，身旁放着几打鞋垫，不时有
路人过来买上几双。

老人叫张守兰，每天早晨8点，便
带着自己的饭缸，拿上一个馒头，用
一个小拉车拉着自己的家当，到商城
遗址附近卖鞋垫。

中午，老人吃自己带的馒头和咸
菜，有时也到旁边买些便宜的菜和粉
浆面条，就着馒头吃；当街边的路灯
开始闪亮，老人便收拾家当放在简易
的行李车上，拉着慢悠悠地回家。

晚报记者 周甬 文/图

人出门电热毯还开着
看这火烧的

□晚报记者 刘怡辰

昨日中午 12 点 15 分，住在同乐
社区的张先生来电：小区内发生火
灾，不知道有无伤亡。

中午12：30，我赶到同乐社区，大
火已经扑灭。

住户李先生介绍，他发现 2楼冒
烟起火时，赶紧敲门，但是家里没人，
赶快拨打了119。

10多分钟后大火被消防员扑灭，
整个房间被火熏得黑糊糊的，床和被
子都被烧了。

社区工作人员介绍，火扑灭也没
有联系到住户。该居民房起火原因
是忘记关闭电热毯引起的。

消防员提醒，使用电热毯最好
是睡前加热，睡觉时就切断电源。
老人、婴幼儿、孕妇最好不要用电
热毯。

谢谢读者张先生提供新闻线
索，请来晚报领取30元稿费。

晚报首席记者 徐富盈 文/图

河北的宋先生内急去厕所时，把装着万元
巨款的包，忘在了洗手池上，急急离开。

巡防队员进厕所方便时，捡到了包，多方
联系，终于找到了失主。

昨日 11点，绿东村巡防队员岳永溆、贾自
生巡逻到陇海路与西三环交叉口。

在 9路公交车终点站的厕所，发现洗手池
上有一个白色的布包。

打开包一看，两人吓了一跳，里面厚厚的
一沓人民币，全是百元大钞。

这个地方是 9路公交车的终点，他们怀疑
失主可能乘车走了。两人急忙冲出厕所，询问
9路车调度员。调度员说，5分钟前刚发了一辆
车。两名队员在原地等候了10来分钟，仍没有
人来认领这个失物。

岳永溆把拾到巨款的情况，告知调度员：
如果有失主来，让失主去巡防室。

两人回到巡防室，发现这沓钱共10080元，
还有失主的驾驶证和名片。队员随即和名片
上的人联系，失主宋先生此时才觉察到包丢到
厕所了。

11点 40分，宋先生赶到巡防室。他说，上
午开车去西四环办事，去厕所方便时，随手把
白包放在了水池上。方便时刚好接了一个电

话，他一边接一边出了厕所，就把包忘在了那
里。如果不是巡防队员打来电话，他还不知道
包丢了。

“我是河北邢台人，来郑州做生意的，这
件事能看出来，郑州人真好。”宋先生说着，
随手从包内拿出一沓钱来致谢，被巡防队员
婉言拒绝。 线索提供：王凤生（稿费30元）

昨日下午，我在商城遗址附近找到了张奶
奶，她的鞋垫上还放着几双手工童鞋，这是老奶
奶帮一位老人代卖的。

“这双鞋多少钱！”一位年轻的女士过来问
鞋垫上的童鞋。

“15块，这是我帮人代卖的，不好还价的！
不过我可以帮你打电话问问。”

老人摸索着从兜里掏出一个小本本，本
子上密密麻麻地记着不少电话号码。打开
后，戴着一圈圈镜片的眼睛极力凑到本子
边，但是找了半天，还是没能找着鞋主人的
电话。

“闺女，要是我自己的，就便宜卖给你了，别

人的，我不好便宜呀！”
买鞋的女士表示可以理解，按照原价买下

了鞋。
张奶奶今年75岁了，精神矍铄，就是眼睛不

太好。年轻的时候眼睛就近视了，早几年还一
直坚持自己做绣花鞋垫卖。刚开始，在铁路部
门工作的儿子担心母亲受累，一直反对母亲做
鞋垫出来卖。

“老伴 1984年就去世了，虽然孩子们很孝
顺，我也不愁吃穿。我寻思着一个人在家也
没事干，趁着自己现在还能干，做些鞋垫拿出
来卖，可以减轻家里的负担，也算是自食其力
吧！”

性格开朗的老人乐呵呵地说道。最终，儿
子还是没能阻止张奶奶做鞋垫卖。

两年前，当医生得知 70多岁的张奶奶还在
坚持做鞋垫时，说千万不能再做了，否则视网膜
会脱落，眼睛会彻底失明。

在儿子的坚持下，老人从此以后不再做绣
花鞋垫了。

虽然不再做鞋垫，但除了雨雪天气，老人还
是坚持在火车站进些鞋垫，在街头卖。

“现在年龄大了，我去进货拿不动了，儿子
上班忙，都是让侄女帮我进一些鞋垫，一双鞋
垫卖 1块五角，也就是赚三角钱，一个月最多时
也赚不到200元钱！”

“鞋垫奶奶”最多一个月赚不到200元

商城遗址的商城遗址的小游园里小游园里

7575岁的岁的“鞋垫奶奶”“鞋垫奶奶”
是大家的义是大家的义务指路牌务指路牌
老人做了一辈子鞋垫老人做了一辈子鞋垫 年纪大了也不愿意在家里闲着年纪大了也不愿意在家里闲着

“我这也算自食其力啊”“我这也算自食其力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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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月奖金币一枚
每周奖银币一枚
每天奖精制纪念币

见报后一周内领币有效

欢迎读者提供新
闻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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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个厕所，包顺手放下了

里边装满了百元大钞
巡防队员捡到包时，失主才发现包没有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