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姚
连
红155 33 78 90 21

马
晓
彤156 31 79 88 69

杨
玉
霞155 3 3 78 90 28

刘
冰
祎1 5 53 3 7 89 31 8

李
婉
秋1 7 77 2 68 2 7 56

崔
春
梅1 31 1 1 78 73 88

社
会

2 0 2 1

年1 0

月1 4

日

星
期
四

责
任
编
辑

杨
玉
霞

责
任
校
对

石
会
娟

技
术
编
辑

崔

敏

新
闻
热
线
：31 5 5 6 6 5

4 扫码看视频
新闻料更多

躺在病床上
的“大饼爷爷”，
有些话想对顾客
说……请用手机
扫描二维码，观看
相关视频。

驼背、爱笑、个头不高、说话
缓慢有力……这是“大饼爷爷”
刘会民给人留下的第一印象。

10月 12日，记者见到病床
上的刘会民，他流着泪说，这些
年，多亏好心人的照顾和关心，
小小饼店才能维持下去。他想说
声“抱歉”，不能再给大家做饼吃
了。

听说刘会民生病后，家庭困
难，无力医治，社会各界人士纷
纷献出爱心……

30多年只卖热饼

10月 12日上午，记者来到
运河区文庙西侧的胡同内寻
找刘会民曾经经营的大饼店。

“就是最前边那家，关门有
一个多月了。”“很多来买饼的人
找不到店，就回去了。”顺着街边
商户的指引，记者在胡同北头找
到了这家大饼店。如今，大饼店
拉着卷帘门，已经停业。

在附近商户眼中，刘会民
为人和善，诚信经营，与附近
的人相处非常融洽。商户李女
士说，有时候她三岁的儿子去
买饼，老人总会让孩子坐在旁
边的小板凳上等会，现烙热乎
的新饼。

不卖给顾客凉饼，这是刘会
民老人坚持 30多年的理念。他
常说：“大家平时上班辛苦，饼一
定要吃口热乎的，吃凉的对胃口
不好。”即使有的人着急，他也会
将放凉的饼热一热再卖出去。

有时候，有顾客忘带钱，刘
会民总会笑着说：“先拿去吃吧，
钱不着急。”在顾客眼中，老人爱
笑，还特别勤劳，除了烙饼，他把
屋里角角落落收拾得干净利落。
没事时，他会坐在板凳上看看报
纸。

笑容背后的艰辛

直到爱心人士将老人的故
事发到网上，附近的人才知道，
原来这位爱笑的老人生活远比
想象中要困难得多。

1991 年，正值壮年的刘会

民为了养家从衡水阜城来到
沧州，在小南门商业街一处铁
皮房子里靠卖烧饼、大饼维持
一家人的生计。2020 年，铁皮
房 子 拆 了 ，老 人 生 意 陷 入 困
境。

运河区文庙社区负责人吴
岩岩看在眼里。她多方申请联
系，将社区一处闲置的仓库腾出
半间供老人营生。就这样，老人
的大饼店重新开张。

很多人看到老人每天都是
笑呵呵地卖饼，其实，背后却有
一个不为人知的秘密。

老人的女儿患小儿麻痹症，
腿部残疾，儿子是一名聋哑人。
儿女虽已成年，但老人时常惦
念。他总说，儿女日子不好过，能
帮一把就帮他们一把。

几年前，老人被查出脑瘤，
担心花钱，又怕治不好落下残疾
给儿女添麻烦，一直没有到医院
医治。

老人从未向别人主动说起
过生活的坎坷，他仍然一步一个
脚印地笑着努力生活。

突发脑出血

去年，“大饼爷爷”的故事被
爱心人士发到网上，乐观面对生
活的老人让不少网友和市民很
是感动。大家都说，这是一位心
中有光，不惧黑暗的老人。很多
人慕名寻到胡同里的饼店买饼。

有的人开车从市区东头来
买一张大饼；有的人买了 5 元
的饼，放下 10 元就走了；有的
人放下 50元钱，说一会过来拿
饼，却一直没有回来；有的人买
了饼站在门口吃，就为了和老人
唠唠嗑……

可疾病并没有善待这位老
人。今年 8月底，刘会民从大饼
店附近的厕所出来之后，晕倒在
地。周围很多人都认出了他。随
后，老人被送往医院诊治，最终
确诊为脑出血。

爱心一串串

原本还能站在灶台前使劲

儿擀面的人忽然间倒在病床上动
弹不得，一日三餐靠年近七旬的
老伴照顾，张会民起初接受不了。

慢慢的，在家人的劝说下，
张会民逐渐坚定了治疗的信心。
经过住院 17天的治疗，病情稍
微好转的张会民坚持出院回家
休养。

这些天，很多爱心人士闻讯
纷纷伸出援手，帮老人渡过难关。

老人女儿的工作单位“同天
家电”的很多同事、朋友以及素
不相识的好心人通过网络平台
捐出善款 2万余元。这些善款是
一笔救命钱，已经全部用于老人
的住院费用。

运河区市场街道办事处和
文庙社区的党员干部捐款 3000
元、金街电子城物业公司及商户
捐款 4130 元，信誉楼商厦工会
捐款1000元以及价值1000元的
慰 问 品 ，石 油 公 司 捐 出 价 值
2000 元慰问品，张会民曾经租
住在新开路附近马家胡同的邻
居们捐款 2000 余元，爱心人士

“果然”个人捐款2000元……

“等病好了，接着做饼”

看到如此多的热心人解囊
相助，张会民老人感动得几度
哽咽。他说：“谁挣钱都不容易，
大家已经帮我够多了。”老人和
家人商量后，主动停止网上捐
款，不再接受大家的捐款。

记者了解到，目前，张会民
生病后，他的老伴辞掉了保洁的
工作。为了节省开支，老两口搬
离了租住 15年的平房，和女儿
一家挤在一起住。

即便生活如此困难，老人总
是和儿女说：“别人挣钱不容易，
咱们日子能过得去，就不给人家
添麻烦。”

由于老人年事已高，如今又
身患重病，家人已经将老人做饼
的工具和炉灶变卖。知道这个消
息，老人哭了，这是他守了 30多
年的家伙什儿，他舍不得。

他想对常买他饼的人说句
话：“抱歉，不能再给你们做饼
吃了。我好好养病，等病好了，
能站起来了，接着做饼。”

“别再给我捐款了”
本报记者 姚连红

近日，河间市消防救援大队城垣东路消防救
援站消防队员深入辖区高层住宅小区，进行消防
安全检查。 卢扬 摄

75岁的“大饼爷爷”刘会民病倒了，一些爱心人士纷纷向他伸出援手。
面对大家的好意，老人说——

本报讯（记者 彭爱 吕依霖）近
日，记者来到市区部分商业街发现，
消防通道被堵占的情况依然存在。

在运河区颐和新世界商业街，记
者走访时看到，商业街的每个入口处
虽施画了消防通道，但部分消防通道
存在被堵占的问题。在B2写字楼西

侧入口处的消防通道内，放置了4个
圆形石墩和两个隔离桩（上图），机动
车辆无法正常通行。在颐和新世界
A1写字楼东侧入口处、颐和新世界
B1与B2之间的消防通道上，都有机
动车辆停放占用的情况。

在新华区维明路鼓楼上城小区

北侧的临街店铺，有一处消防通道上
方悬挂着写有“消防通道 禁止占用”
字样的标志牌，而记者在现场看到，
通道入口处摆放了一个长约 3米的
围挡，此外还停放了不少电动车，将
入口完全堵住。

在运河区颐和国际A座北侧，有
一处消防通道上停放了两辆机动车。
据此处不到 10米的地面上同样施画
有消防通道，但这处消防通道却被画
上了公共停车位并停放了车辆。

消防通道是火灾发生后救援和
逃生的生命通道，一定要保持通畅。
希望市消防、市城管等责任单位加强
消防通道管理，确保消防通道通畅，
保障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

不文明行为曝光台

市区部分商业街

消防通道被堵占

彭爱彭爱 摄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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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扩大生产，现河北冀美林泡塑制品有限公司招聘以下职位：

公司有食堂宿舍，地理位置优越，待遇优厚，每月都有福利待遇，工作优秀者可升职加薪。地理位置：河北省沧州市张官屯工业园区 电话：15720487345（微信同步）

•车间维修工、电工各两名，操作工数名：45周岁以下，身体健康，吃苦耐劳，有专业技术补贴，月薪5000－8000元。
•办公室文员及会计数名，要求年满18周岁，熟悉办公软件，每月四天公休，月薪3000－6000元。
•带车司机数名：4.2米的平板货车或加长油三轮，工资10000－30000元。•门卫两名：60岁以下，身体健康，能适应夜班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