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不文明行为曝光台

为文明点赞
黄骅市聚馆村志愿者

帮七旬老人照管500多棵枣树

市区部分学校周边

有人不规范停放车辆

本报讯（通讯员 美静 张帅
记者 马晓彤）黄骅市齐家务镇
西聚馆村 73岁的村民顾秀凤独
自照管着 500 多棵枣树。多亏西
聚馆村志愿者定期到顾秀凤家的
枣园，帮她解了后顾之忧。

顾秀凤的丈夫已经病逝，大
儿子以收废品为生，二儿子与儿
媳因身体残疾没有劳动能力。家
里枣园的 500多棵枣树，只能由
73岁的顾秀凤独自照看。

考虑到顾秀凤的身体状况，

西聚馆村干部经常组织志愿者
到她家的枣园里帮忙，帮她分担
生活的压力。前段时间，正值枣园
除草、掐芽的时节，村党支部书记
刘宝桐与志愿者来到顾秀凤家的
枣园，帮她清除杂草，给枣树掐芽。

本报讯（记者 彭爱）近日，记
者走访市区部分学校后发现，学
校周边有人不规范停放车辆。

记者在市区御河路市第十四
中学西侧看到，附近大门上张贴着

“消防通道 请勿停车”的提示牌，
地面上也画着禁止停车的标识线，
但是一辆机动车还是停在门口，将
大门堵得严严实实。在一旁的非机
动车道上，路面上并没有施划公共

停车位线，但是有两辆车停靠在路
边。在便道上，虽然地面上有非机
动车停放区域，但还是有一辆电动
自行车斜放在一旁。

在市区育红路运河区实验小
学附近，道路两侧施划了不少限
时停放的公共停车位，一些电动
车、自行车等随意停放在道路两
旁。在学校门口东侧，记者看到一
辆电动三轮车就停在路边。除了

路边有随意停放的车辆外，便道
上也停了不少电动自行车。

在市区新华路市第二中学西
侧，大部分车辆停放在指定区域
内，但一些停放在指定区域以外
的电动自行车占用了盲道。

针对以上采访中发现的问
题，市民希望相关部门能够引起
关注，加强引导和规范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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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个月前，沧县的宋
女士在市区一家店里花
两万多元购买了一台“养
生舱”。让她没想到的是，
这台“养生舱”不但没给
她带来健康，还增添了许
多烦恼。

当时，宋女士听朋友
推荐，体验了几次“养生
舱”。“养生舱”与床相似，
还能发热。人躺在里面感
觉热乎乎的，不一会儿就
出汗了。

宋女士患有类风湿
病，每年要吃不少药，花费
也不低。体验“养生舱”时，
那种温暖的感觉让她久久
难忘，感觉疾病带来的疼
痛也减少了。销售人员告
诉她，“养生舱”对类风湿
患者有好处，可以“不用吃
药”。听说“养生舱”还能治
病，宋女士就花25000元
买了一台。

买了“养生舱”后，宋
女士每天都要在里面躺

1 个小时。起初几天，宋
女士感觉出汗后浑身轻
松,就将原本一直服用的
药停了。

没多久，宋女士就感
觉她的类风湿症状更严重
了。医生听说她私自停药
后很着急：“单靠‘养生舱’
哪能治病？你随便停药哪
能行！”

宋女士后悔不已，她
将买来不到1个月的“养
生舱”又拉回店里，希望
店家能给她退款，但过程
并不顺利。尽管市场监管
部门的工作人员对销售

“养生舱”的门店进行了
相关处理，但退款一事却
迟迟没解决。后来，宋女
士又多次与销售人员沟
通，这才拿到了23000元
退款。

“养生舱”
本报记者 刘冰祎

各色杂粮与净水
随心画个圆圆
香葱鸡蛋最争妍
辣椒温肺腑
面酱一层鲜
……
对于煎饼摊主吴红立来说，

没有顾客时，坐在餐车旁，拿起
手机安静地创作诗歌，是最惬意
的时刻。

同行开玩笑，说她“不务正
业”。顾客满脸质疑：一个摊煎饼
的还会写诗？面对“各种声音”，
吴红立只是笑笑：“人嘛，总要有
点追求。”

10 年来，吴红立与诗歌相
伴，创作出百余篇诗歌作品。

煎饼摊主痴迷诗词

吴红立是肃宁人。2005年，她
和丈夫带着女儿到沧州经济开发
区定居。后来，吴红立学会了摊煎
饼的手艺，支起了煎饼摊。

吴红立坦言，她原本可以一
辈子呆在农村，日复一日地这样
过下去，可她又不甘心安于现
状。哪怕一切要从头开始，她也
想去试试。

2012年，吴红立刷手机时，
无意间看到一位QQ好友创作的
诗歌。优美的文字立刻吸引了吴
红立。她忍不住读了一遍又一
遍。“埋”在吴红立心底深处的诗
歌情结被“唤醒”了。

吴红立从小就喜欢读书，语
文成绩一直名列前茅。上班后，她
省吃俭用，每月的大部分工资都
用来买书。她尤其喜欢读古典文
学，光《红楼梦》就买过4个版本。

最后，吴红立通过这位好友
加入到一个诗歌交流QQ群。

“不务正业”

在QQ群中，有位老师义务
教大家诗歌的写作方法。大家将
创作的诗歌分享到群里，互相学
习和探讨。

刚开始时，只有初中文化的
吴红立都是欣赏别人的诗歌。后
来，她试着创作了一首《落花》，鼓
足勇气传到群里。没想到，这首诗
受到大家的夸赞：“你可是摊煎饼
的人里最会写诗的人啊。”

从那以后，诗歌给吴红立的
生活增添了几分色彩。摊煎饼
时，吴红立脑子里想的都是“这
首诗里用哪个词更好”。有一次，
顾客要一个鸡蛋的煎饼，她一走
神放了俩鸡蛋。她不好意思地道
歉，并笑着说：“多放的鸡蛋不要
钱，买一送一。”

QQ群里的老师都是在每天
早晨教大家如何写诗歌，可这正
是吴红立最忙的时候。每摊完一
套煎饼，吴红立就赶紧看一眼手
机。有顾客不解地问道：“你也爱
玩手机啊？”吴红立只能笑笑：

“我在学习。”有的人觉得她“不
务正业”，吴红立也不解释。

吴红立的诗歌都是有感而
发。车旁的小麻雀、一个茶叶蛋、
风中飞舞的柳絮等生活中常见
的事物，都是她创作的源泉。吴
红立还为她那辆用了 10多年的
旧餐车写过一首诗歌：十载殷勤

尘味重 唯依炉火温存 亦遮风
雨度晨昏 几行车辙印 镌下旧
车轮……

“写诗是一种情感的寄托。
每天能有点时间享受诗歌的陪
伴，我格外幸福和知足。”吴红立
感慨道。

《饼样人生》

作为一名会写诗的煎饼摊
主，吴红立总觉得应该做点什
么。这不，就在去年，她翻出来五
六年前创作的《饼样人生》这首
专门写煎饼的诗。她多次修改，
最终定稿。

思索再三，吴红立花 400元
将这首诗印在煎饼的包装纸
上（左图）。目前，吴红立已送出
去 4万多张包装纸。此外，她还
将这首诗贴在餐车的玻璃窗上。

得知包装纸上的诗歌出自吴
红立之手，很多人对她敬佩不已。

“这是一种生活的精气神儿，生活
再不易，我们也要从中找乐。我们
得向这个大姐学习。”常买煎饼的
市民刘平说，吴红立的煎饼摊在周
边小有名气，还有很多人慕名找到
会写诗的“煎饼姐”聊上几句。

“可能我写的诗还不够专
业，但人们能从我的诗中产生
共鸣，我就特别高兴。”吴红立
说，她会不断学习，继续享受诗
歌带来的快乐。

吴红立在沧州经济开发区经营着一个煎饼摊。不过，她好像有些“不务正业”——

爱作诗的“煎饼姐”
本报记者 姚连红 摄影报道

“煎饼姐”吴红立诗词作品

素袂霜衣如小月
年年拟待团圆
亦期清水起微澜
几回同水照
一碗尽欢颜

肚内虽藏千百味
缘何缄口无言
辛甘不必总相关
所求皆所愿
我愿是平安

临江仙·饺子 临江仙·麻雀
褐色衣裳灵巧嘴
声声自在清啼
闲来游戏绕疏篱
噙霜眠雪月
冷暖有谁知

跳跃前行因有梦
生涯仍可相期
年来终不负当时
莫嫌轻小样
亦站最高枝

诉衷情·中秋寄语
西风一别又经年
花事渐阑珊
拈往事
已如烟
翻旧调

诉衷情
是清欢
今宵明月
莫照离愁
唯照人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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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的事找专业的人！
沧州维情专业从事：“婚姻问题咨询、婚姻质量分析、夫妻情感疏导、外遇行为矫正、婚

姻涉法维权、婚姻家庭辅导”等创新服务型的“婚姻情感医院”。同时专业从事青少年心理
咨询、矫正青春期厌学逃学 、维护亲子关系的“诊疗机构”。咨询热线：1502871318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