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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9 日，周云霞带着两盒
月饼来到北密新路，去看望负
责该路段的清洁工钱美玲。两
人一见面就亲热地抱在一起，
钱大姐一个劲儿夸云霞妹子人
好，周云霞则腼腆地说这是她
应该做的。

周云霞，34 岁，原某建材厂
下岗职工，现在郑州龙利发商贸
有限公司任团购部部长。

七日奔波 只为环卫工人做实事

有次与环卫工人的交谈给
了周云霞启发，“我这工作太低
贱，别人都看不起我们，我们前
面扫完地后面他们就扔，说他们
两句他们还骂我们。”周云霞知
道，环卫工人最需要的是“尊重”。

于是，周云霞决定组织一场
活动，让环卫工人当主角，向环
卫工人致敬。同时向社会呼吁

“严禁车窗垃圾，开车慢行”。
在策划活动方案的 7 天里，

周云霞奔波于打印店和参与活
动的公司店铺之间，成百张的打
印都是她自掏腰包。很多人不
理解她，甚至怀疑她是要利用这
个活动出名。但生性坚强的周
云霞并没有因为这些质疑而放
弃，她将这些批评当做动力，她
要用最终的结果来证明自己。

活动引发共鸣环卫工人真情言谢

2013 年 1 月 12 日，周六，晴
天。“爱我家园 向环卫工人致敬”
活动在新密东山青屏叠翠园广
场举行。当天，20 位环卫工人
身戴花环参与活动。环卫工
人钱美玲作为代表在台上做
了即兴演讲。钱美玲一番朴
实的话语引得在场数百名群
众为之落泪，群众当场表示不
再乱扔垃圾，尊重每一名环卫工
人。周云霞至今都忘不了钱大
姐那句——“今儿真高兴，谢谢
你们，真把俺们当个人看了！”

活动结束后环卫工人被送
往鲁班喜悦酒店宴会厅就餐，而
周云霞只是在小店里吃了碗麻
辣烫，“虽然吃得简单，但我觉得
比吃鲍鱼鱼翅还开心。”

周云霞只是一个普通女人，
但她却做出了不普通的事。正
如周云霞所说，“我所做的事儿
大家都会做，我只是一个燃点，
我用自己的行动去激发大家的
积极性。我会坚持下去，与众多
的星光融汇在一起，构筑起一片
明亮的爱的天空。”
新密播报 王颖 文/图

78岁老人学书法5年

齐白石 27 岁开始学画
画；德川家康 70 岁打天下；姜
子牙80岁为丞相；佘太君百岁
挂帅。而在新密，78岁的老人
张金贵，从 73 岁开始练习书
法，每天写书数百，用“墨”数
斤。为了练习书法，他花费 3
天甚至一星期背一首唐诗。

9 月 23 日 6 点，新密市青
屏广场，晨练的人还很稀少，
广场东边的人工湖边，张金贵
已经来了十几分钟，并且在地
上写了几十个字。“每天早上
5 点多就起床了，简单收拾收

拾就来了，春夏秋冬，只要不
刮风下雨，天天都来。”张金贵
告诉记者。

今年 78 岁的张金贵是新
密市人，20 多年前退休后一
直在家里歇着。2008 年张金
贵去郑州给女儿带小孩，闲暇
时他就去绿城广场上散步，见
到成群的老人在练习地书，引
起了他的兴趣。

于是，张金贵便跟着学习
了起来。几个月后，回到新
密，张金贵便在新密青屏广场
以地为宣，以水为墨，练习书

法。“练习书法，能锻炼身体，
活动脑子，还可以养心，”张金
贵说，“还能有效预防老年痴
呆症。”

每天早上 6 点左右，他都
会准时到达青屛广场。一写
就是一个多小时，一个小时下
来，他要写字近千个。

张金贵练习的是行书，从
最初写得不成样，到现在每逢
他写书法周围都有不少围观
群众，这期间付出了艰辛的汗
水。他告诉记者，最初练书法
时，连拿笔的姿势都不能掌
握，光拿笔就练习了好几天。

写书写什么字？这也难
倒了张金贵。由于年龄大，记
忆力下降，他能记起来的汉
字零零碎碎的。为了能够写
起字来顺理成章，张金贵就背
诵唐诗。

每天早上，练习书法回来
之后，他就拿起抄来的唐诗，
在家里面大声朗诵。“光读还
不行，还要写，”张金贵说，“好
记性不如烂笔头。”5 年下来，
他写诗用了几十本本子，能背
诵唐诗50多首。

如今，在青屏广场，张金
贵已是有名的地书书法家，每
天来青屏广场晨练的人们都
要忍不住去看一眼他的作品。
新密播报 刘客白 文/图

今年 63 岁的刘志勤，是
安徽太和人。3 年前，他带着
60 岁的老伴仁英来到新密。
仁英身体多病，无法从事体
力劳动。为撑起这个“家”，
为挣钱给老伴治病，每天，刘
志勤拉着架子车在街上收破
烂。常年的劳累，使他亦身
患重病。老两口称，他们出
来是不想连累儿女。

早在 2009 年前后，仁英
由 于 脑 溢 血 ，导 致 下 身 瘫
痪。后来，病情有所好转，能
下地走动，但落下了一身并
发症，每月药费得 400 元。为
了 挣 钱 给 老 伴 买 药 治 病 ，
2010 年春节刚过完，刘志勤
就带着老伴来到了新密。

每天天刚亮，刘志勤就
起床了，早饭通常是面汤、馒
头，然后就拉着车出门了。

每当车子装满，刘志勤就拉
着回家了。中午不回去，一
个馒头、一瓶矿泉水就是他
的午饭。

每天他拉的废品最少有
100 斤，一个月下来，就拉了
3000 斤，一年下来，就是 4 万
斤。长年的劳累，使刘志勤
也疾病缠身。心脏病、胃病、
血脂病每时每刻都在侵蚀着
他的身体。

记者得知，就在前去采
访的前两天，刘志勤因为犯
心脏病住进了医院。老伴仁
英回忆道：“那天，他刚回到
家，就坐在地上，捂着心口，
话也说不出来，我赶紧找人
把他送进了医院。”

最多的时候，一天能挣
30 多块钱，少时 20 多块。刘
志勤给记者算了算，平均下

来 ，每 个 月 能 挣 1000 元 左
右，除去两人的吃药钱、油
盐酱醋米钱，每月的剩余寥
寥无几。

为了节省开支，一年到
头下来，夫妇俩很少吃肉，除
了买点便宜的蔬菜，没有别
的开支。“馒头是自己买面蒸
的，蒸一次通常吃上近一个
星期。”刘志勤说，“一天就挣
个 30 多块钱，还得买药，要买
肉都剩不了多少钱了”。

记者了解到，老两口有
一个儿子，两个闺女，下面都
是子女好几个，家在农村，以
种地为生。他们出来后，子
女也不放心，多次让其回家，
被他们拒绝了。

刘志勤说：“我还不老，
能干动，不想连累儿女们。”
新密播报 刘客白 文/图

六旬老手艺人
磨刀为生
“年轻人都不干了，也就我们老头子打发时间”

“磨剪子磨刀嘞……”嘹亮
的喊声回响在小区、街道的每一
个角落。60 多岁的王爱喜（化
名）从事磨刀磨剪子的手艺已经
30多年了。

记者见到王爱喜的时候，他
正在打磨一把剪子，只见王爱喜
跨坐在一条长板凳上卖力地工
作着，一边蘸水一边在磨石上打
磨。王爱喜告诉记者，磨剪刀的
话一般得 10 来分钟，菜刀六七
分钟就行。

问及收入，王爱喜笑呵呵地
说，“这就是个讨饭的活儿，年轻
人都不干了，也就我们老头子打
发时间，磨一把剪刀才 3 块钱，
一把菜刀 5 块钱，一天最多也就
能赚个十几块钱，生意不好的时
候连一碗面钱都不够。”没过多
大会儿，几个路过的小学生围了

过来，在王爱喜身边问东问西，
他们说，没见之前不知道还有这
么好玩的事情，是不是所有的刀
都能磨呀？王爱喜饶有兴致地
给他们介绍起了这个工作，只要
是刀或剪子都能磨，手术刀、菜
刀、屠宰刀都没问题，不过塑料
的玩具刀真不行，铁的玩具刀为
安全起见也不能给他们开刃。

说话的功夫，王爱喜又磨好
了一把菜刀，雇主试了试很满
意，价钱上却给压了 2 块钱，经
过讨价还价，最后低于王爱喜定
价1块钱成交。

街边店主说，其实像王爱喜
师傅这样的老手艺人还是很需
要的，有些工具修修还能用，就
是碰不到手艺人，很多都浪费
了，以前手艺人很常见，现在见
一个不容易，说话间也拿出自己
的剪子让王师傅修理。

王爱喜乐观地说，“这自行
车我都骑了10来年了，一块1尺
长、2指宽、两三寸厚的磨石一般
2 年就能用完，出门时候长板凳
往车上一拴就能走，再带个水
桶、手绞砂轮、抹布也不麻烦，就
当是锻炼身体了，反正做生意骑
得快了也不行，别人喊你听不见
耽误干活，只要能骑得动自行车
就可以一直干着这手艺，也算给
大家行个方便。”
新密播报 田俊娟 文/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