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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汝棉的“百宝箱”
本报通讯员 刘国竞 本报记者 马晓彤 摄影报道

冬日清晨，天刚微微亮，黄
骅市官庄乡梁口村郑汝棉被手
机来电声叫醒。

“喂？哦，好，我这就过去！”
简短的通话后，郑汝棉起身洗
漱，收拾工具。

郑汝棉对还在休息的家人
说：“我去趟郑岗家，一会儿回
来。”说完，他提起工具包走出了
家门。

临近春节，是郑汝棉最忙的
时候。他一天平均能接将近 10
个电话，最多时能接到 20多个
电话。村民家里的电器、水、暖气
出现问题，都会找郑汝棉帮忙。

今年 43岁的郑汝棉是一个
“多面手”。他学过电工，手里常
提着的工具箱就像一个“百宝
箱”，啥工具都有（图一）。郑汝棉
是个热心人，义务帮忙不图回
报，受到村民称赞。

-10℃的“温暖”

这一天，郑岗家的壁挂炉
夜里发生故障。当时，室外温
度-10℃。郑岗家有 80多岁的老
母亲，还有5岁的孩子。他心里着
急，一清早就给郑汝棉打去了电
话。没一会儿，郑汝棉就赶到了。

一番操作后，壁挂炉仍不能
正常运行。郑汝棉拿出工具拆开
控制面板的外壳，用万能表一点
点测试电路（图二）。

“找到了！”郑汝棉回身笑着
对大家说，“就是电路虚了。”说
完，他取出电烙铁，重新连接电
路。

测试运行正常后，郑汝棉装

好壁挂炉外壳。郑岗一家人乐开
了花。孩子给郑汝棉拿来水果，
老人拉着郑汝棉的手留他吃饭。
郑汝棉笑着摆手说：“我不饿，咱
都一个村的不用客气。”直到壁
挂炉暖起来，郑汝棉才放心回
家。

一天接20多个电话

郑汝棉遇事爱钻研，以前学

过电工。村民来电话求助，他不
管多忙，都会放下手头的活儿去
帮别人。

村里刚装上壁挂炉的那几
天，村民不熟悉如何使用。郑汝
棉一天最多接到 20多个电话。
他从早上 6点出门，一直忙到夜
里12点才回家。

郑汝棉的妻子郭金丽说：“他
看见啥都能学会，又是个热心
人，每天忙得脚不沾地。”

2月3日，笔者采访时，郑汝

棉正在检修村里的路灯。“快过
年了，我把路灯都检修一下，保
证过年时村里亮堂堂的。”郑汝
棉笑着说。检修完路灯，郑汝棉
又马不停蹄地赶往一户村民家
中修壁挂炉去了。

郑汝棉的工具箱就像一个
百宝箱，热熔机、万能表、扳
手、各种型号的电钻……电工
使用的工具，他的工具箱里全
都有。村民都称郑汝棉的工具
箱是个“百宝箱”。“我的工具

箱里啥工具都有，帮村民维修
各种东西应该没啥问题。”谈
起他的“百宝箱”，郑汝棉十分
自信。

郑 汝 棉 做 好 事 不 局 限 于
村内。邻村的村民打来电话求
助 ，郑 汝 棉 也 二 话 不 说 去 帮
忙。

排涝站点的坚守

每年夏天，村边河道的排涝
站点都需要排涝。站点设备一年
用一次，这项工作需要一定的技
术和应变能力。梁口村及附近几
个村的 6个排涝站点都由郑汝
棉一手包揽。

去年汛期，有一天突然下
起 大 雨 。郑 汝 棉 担 心 河 水 暴
涨，一个人披上雨衣徒步赶到
排涝站点。他看到上游的河道
水位已经涨得很高。“得抓紧
时间了！”郑汝棉连接线路，启
动电机。

看到水位到达安全线后，郑
汝棉又冒雨赶到下一个站点排
涝。几个站点下来，郑汝棉在大
雨中走了好几公里，忙完回到家
已经凌晨了。

提起郑汝棉，村民纷纷竖
起大拇指。村委会委员董德英
说：“郑汝棉心灵手巧，助人为
乐。村里有接电线的活，人们都
愿意找他。他有求必应，义务帮
忙。”

面对赞誉，郑汝棉总是笑
着说：“与人方便，与己方便。这
些都是我会做的，帮个忙不叫
事儿。”

黄骅市梁口村村民郑汝棉有个工具箱，里面有热熔机、万能表、扳手、各种

型号的电钻……他常常义务帮村民解决各种水、电、暖问题——

还有几天就是春节了。每逢
过年，大龄未婚青年就无法避免
地变成了话题的主角。

“什么时候带个对象回来？”
被问候的单身青年只得干笑两
声：“缘分没到，缘分没到。”而此
时，这位单身青年的父母面露难
色，笑不出来。如此场景，单身的
你熟不熟悉？有没有想迅速逃离
这一记灵魂拷问？

孩子到了合适的年龄，却没
谈恋爱没结婚，简直就是父母心
上的一块大石头。孩子认为父母
不理解自己，父母却觉得孩子太
挑剔。双方一聊到这个问题，结
局基本就是不欢而散。一家人都
很苦恼，却不知该如何有效交
流。

被动单身

“不是我不想谈恋爱”

今年29岁的薛女士在北京

一家私企工作，最近就遇到了
这样的烦恼。她人还没回家，父
母的电话就已经将问候带到
了。

这天晚上 10 点钟，薛女士
刚刚下班回家，疲惫不堪。刚一
打开手机微信，就接到妈妈的一
个视频电话。“上次马阿姨给你
介绍的那个男孩子怎么样？家庭
条件、学历、工作都不错，你们怎
么不谈谈？”

而视频这头的薛女士却只
想三言两语搪塞过去。薛女士
对记者说，家里人给她介绍的
这 个 男 孩 ，各 方 面 条 件 都 不
错，她愿意进一步了解。聊了
一段时间后，两人发现彼此并
没有共同语言，观念也不太相
同，强行“绑”在一起也不会开
心。

她已经跟父母再三表明态
度，她不抗拒谈恋爱，也不拒绝
这种由别人介绍对象的方式。
她自己清楚，家庭条件、学历、

收入这些都非常重要，但只看
这些摆在明面上的东西也是不
够的。

经济独立的她表示，对另一
半的要求，除了“硬件”条件，还
有情感需求。她需要的是一份心
底的理解和认同。父母似乎并不
能理解。

今年 28岁的皮先生也有着
同样的想法。他希望可以找到一
位伴侣，然而，由于对未来的规
划不一致，一段恋爱之后，他和
女友和平分手，又恢复了单身。

眼看身边的哥们儿一个个
都成家立业，他心里也会嘀咕：
为何自己的缘分还没来。不过，
皮先生还是会整理好自己的心
态。

皮先生跟记者说：“这本来
就是不能强求的事，父母总跟我
念叨，担心我一个人太孤单，其
实我有自己的兴趣爱好，生活也
算有意思。调整好自己的状态，
先好好发展自己，也是对未来的

另一半负责。”

父母焦虑

“什么年龄就该做什
么事儿”

听着自家“大孩子”的一番番
说辞，父母们仍旧十分犯愁：明
明到了适婚年龄，却不去谈恋爱
结婚，这违背了他们那一代人的
人生规律。父母们觉得，什么年
龄就该做什么样的事情。这是在
为孩子好，怎么他们就当耳旁风
了呢？

薛女士的母亲对记者说，女
儿总是说三观不合，没有共同语
言。薛女士的母亲觉得女儿不能
太挑剔了。“我们那个时候，人品
不错，工作各方面也都挺好，就
行了，有没有共同语言不也一辈
子走过来了吗？”她觉得，就算没
有共同语言，也是可以通过长期
相处培养出来，女儿说的那些问

题可以通过两人磨合来解决。
“我们担心她这样下去，心

理会出现问题。”另一位母亲这
样说。

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于丽
丽告诉记者，如今适龄青年单
身的情况非常常见。时代不同
了，现在的年轻人对另一半的
需求也有了明显的变化。除了
工作、收入等“硬件条件”，大家
更关注爱好、观念的契合度。不
过，她也提醒年轻人，不要陷入

“完美主义”的陷阱。没有两个
天生就完全适配的人，人生经
历不同的两人彼此理解，进入
各自的生活，互相支持，一起努
力过好当下，才是一段亲密关
系原有的样子。

至于家长，也要换位思考，
理解孩子。毕竟，为了赶上其他
人的人生进度，就逼着孩子急急
忙忙找一个对象恋爱、结婚、生
子，事后却发现家庭矛盾不断，
也是一件添堵的事。

“有没有对象？什么时候结婚？”临近春节，单身的你会不会接收到一波来

自亲朋的“关心”——

春节被催婚，你会“妥协”吗
本报记者 吕依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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