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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边摆摊，图个人多热闹

王喜梅老人家住东华镇，
做鞋垫“生意”已有 6 年多时
间，“儿子、孙子都在老家，我
在这儿自己租房子住，在家里
闲不住，城里热闹。”老人只身
一人在登封少林路与洧河路
附近居住，老人虽年过八旬，
背有点驼，但眼不花耳不聋，
活动自如。

老人吃过早饭后，拉着她

的小架子车，步行一里地左右
来到少林路开始一天的工
作。为了减少中午回家时间
的耽搁，买点馒头加上自带
的白开水就是她的午饭。“看
着路边上来来往往的行人，
就觉得热闹，即使他们只是
路过，不买我的鞋垫，也觉得
开心。”老人说，时间久了，也
认识了附近一些和她年龄相
近的人，“平时没事儿和他们
一边说话一边做鞋垫，心里

非常舒坦。”

随心生活，只为有点事做

老人平时的花销不大，最
大的花销就是进货，待所有的
碎布料、针线等材料用尽。老
人便坐车到洛阳关林进货，

“那里碎布料多，也便宜。”都
说年纪大的老人自己出不了
门，但对于王喜梅来说，自己
去“外地”那都不是事儿。

每天让自己有事做，并保

证自己的生活，是老人在街头
卖手工鞋垫的初衷。“人老了，
有点事情干就行，不赶时间也
不慌张。”王喜梅说，她做生意
随自己的心意，根据早晨起床
的早晚出摊儿，天气好了下午
晚点收摊儿，遇上大风天、雨
天，这一天也就不做生意了。

“随心做的，虽然挣得少，但也
不给家里添负担。”老人乐观
的态度，感染着周围一些她认
识或者不认识的人。

随心“做生意”乐观过日子
八旬老人街头卖手工鞋垫，乐观生活态度感染路人

登封市直二幼
组织观看师德报告会

近日，登封市直二幼组织全体
教师观看了郑州市第二届师德报
告团全体成员的报告。据了解，本
次报告团由河南省“张伟”事迹报
告团 8 名成员组成。8 位老师用质
朴的语言、翔实的事例和真挚的情
感，讲述了自身和身边的优秀事
迹，他们用爱和生命坚守着教育事
业，一幕幕感人的事迹、精彩的报
告，让在场市直二幼的教师受到心
灵的洗礼，并真正以高尚的师德情
操去感染孩子，去关心爱护每一个
孩子，让每个幼儿都能散发出属于
自己的绚丽光彩。
登封播报 刘俊苗 通讯员 范玉红

登封消防宣传日
活动精彩纷呈

为了切实加强消防宣传教育
工作，提高全民消防安全意识，增
强人民群众自防自救能力，11 月 9
日，登封市消防大队开展消防宣传
活动，在全登封市布置消防安全宣
传条幅，还在登封市迎宾广场设立
了专项消防知识宣传点。现场消
防志愿者发消防宣传单及《消防安
全常识》，战士提供消防知识的相
关咨询，摆放消防知识宣传栏和火
灾警示案例板面，并为现场的市民
展示了关于紧急救援的消防用具，
得到了登封人民的高度赞扬，取得
了良好的社会效果。
登封播报 刘少利

两车剐蹭
蹭出车主好品质

近日，登封市民雷先生手机上
突然多了 30 元话费，经过打听后
得知，是自己前几天剐碰的一辆轿
车车主李先生给自己充的话费。
原来，前几日雷先生停车时不慎剐
碰到路边一辆轿车。“当时车上无
人，我不能就这么走了。”雷先生等
了两个小时之后，终于等到车主李
先生，并为李先生赔付了车辆维修
款，不料第二天，李先生打来电话
称自己的车喷漆后还剩下 30 元，
于是随后为雷先生充了 30 元的手
机话费。登封播报 胡建邦

登封好店员
夜晚不打烊苦等失主

“多谢大哥、大姐，不是你们，
我这次损失大了！”市民郭女士激
动不已地说。原来，11 月 2 日傍
晚，郭女士和爱人在登封市商埠街
逛街时，不慎将皮包落在了一内衣
店，没想到老板一直在店里苦苦等
候他们。该内衣店的老板张世晓
说：“这些都是我们应该做的，客人
落在这里的东西我们都会完好无
损地归还，要想生意成，你就得对
别人诚。”当记者离开该店时，其门
店客户络绎不绝，想必这就是诚信
的力量吧。登封播报 刘少利

11月3日，在登封市少林
路与嵩山路西北角处，
81岁的王喜梅老人正坐
在阳光下缝制鞋垫，她用
碎布料比画着鞋样剪下，
然后涂点糨糊粘上，满头
白发的她手脚却很麻利，
她旁边的小架子车上，摆
满了已制作好的鞋垫。
“咱农村的土方法，纯手
工制作。”老人面目慈祥，
开心地向路人介绍着。
登封播报 刘俊苗 文/图

近日，记者来到登封公安
局嵩阳路派出所，跟随新兴街
社区民警张轶星亲身感受了
社区民警一天的工作。据了
解，张轶星是一名 90 后男孩
儿，今年刚参加工作。“我主要
是服务群众、场所管理、重点
人口监管、辖区治安消防防
范。”张轶星说，他的社区常住
人口 5011 户，日常工作相对
琐碎。

一大早，张轶星就来到单
位开始一天的工作部署，工
作的细心令许多人为之赞
叹。当天上午大风不断，张
轶星却带着宣传材料，来到
少林路西段，挨个对经营电
动车的门市负责人讲解近期

关于电动车被盗和如何防盗
知识。“社区民警就是一些
琐碎的工作，即使是小事情
但依然能帮助居民。”张轶
星说着就又赶到了文庙街社
区，调解邻里矛盾问题。“邻
里之间的关系，看着没有什
么 大 问 题 ，但 是 也 不 容 小
觑，像这种事情，他们都相
信民警是公平的，愿意听民
警的调解。”张轶星说，每天
最关键的工作还是去周边快
捷酒店查看入住人员的登记
记录，这些地方有很多是外
来人入住，必须了解每个人
的基本情况，防止什么意外
发生。

“社区民警是公安局‘千

根线’下面的‘一根针’，任务
多、头绪杂、压力大，干好社区
民警，是素质和责任心的体

现。”该所所长王国听对于张
轶星的工作如是评价。
登封播报 刘少利 文/图

“河南人都爱说的‘中’，
出自于嵩山方言。我们认为
一种方言的流行趋势，代表
了一个地方的文化实力。”在
嵩山方言研究会上，嵩山方
言研究会会长冯长富认为，

“有华夏民族古老文化‘活化
石’之称的嵩山方言妙趣横
生，生动形象幽默，应该传承
下去。”

“小方言承载大文化”，
登封知名文化专家常松木
认为，土话、方言已经成为

一种非常珍稀的非物质文
化遗产，“一个地方的风情
习俗、思想观念，往往存在
于土话所承载的民间文化
里，家长和学校应该正确引
导孩子学习方言，将方言这
一独特的非物质文化发扬
光大。”

与此同时，也有不少教
育界人士持另一种观点：推
广普通话是社会的进步，对
不同地方人们的交流很有
帮助。

两个孩子居然都不知道胳老肢儿是啥意思

市民王女士的困惑你有吗？
“不赖、墩儿、胳老肢儿、不老盖儿、谷堆……”在人人都说
普通话的今天，这些方言，你是否还记得，你的孩子又会说
多少呢？记者就此采访了社会各界人士，听听他们对方言
和普通话的看法。登封播报 孙淑霞

“我发现个问题，我的两个
孩子居然都不知道胳老肢儿等
方言是啥意思。”近日，市民王女
士给记者说了自己的困惑，“作
为一种文化传承，我感觉方言
不该消失！”

“ 得 劲 、中 、甭 吭 气
儿”……这些形象的土语，都

是源自嵩山的方言。而现在
的孩子们平时在学校和老师、
同学交流都用普通话，“很多
家长从小都教孩子说普通话，
还怎么会说方言? 这些方言
会慢慢萎缩、消失吗？”采访
中，很多有着浓郁乡情的人对
此表现出担忧。

观点：小方言承载大文化

王喜梅（左一）正在做鞋垫

张轶星正在检查市区一快捷酒店

消防战士为小朋友演练消防用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