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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师傅不光手艺好，人更
好，每次都为我免费修脚。”在运
河区一处修脚店内，家住团结小
区 82岁的张大爷竖起大拇指，
夸赞着兰新亮。

“手艺精，心眼好”

清晨，阳光明媚。运河区河
西北街的一处修脚店，面积不大
但却干净整洁。在大门上，张贴
着一张写有“残疾人、低保户、环
卫工、孤寡以及 80岁以上老人
等终身免费修脚”的海报，格外
显眼。

一大早，屋内挤满了顾客。
修脚师傅兰新亮坐在轮椅上，双
手抓住轮椅手柄，轻松地起身坐
在凳子上。

“戴上手套，为工具消毒，戴
好工作灯……”他扶过一只脚，
一手捏着顾客的脚趾，一手用工
具刀认真地为顾客修剪脚趾甲
（右图）。这一连串的操作，熟练
有序。“这个店刚开业时，我就到
这里修脚，兰师傅手艺好，修完
脚很舒服。我还常常带着家人和
朋友来这里修脚。”张大爷打开
了话匣子。

张大爷告诉记者，起初，他
看到修脚堂门口张贴着对一些
特殊人士免费修脚的信息，想到
自己的脚长了不少老茧，走路有
时不舒服，便犹豫着要不要进
门。“兰师傅似乎看出了我的心
思，热情地招呼我进门，给我脱
鞋、泡脚……”张大爷说，当时我
就觉得这人真好。

“我是去年来这里修脚的，
后来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来这里。”
另外一位年轻的顾客接过话题
说，她也是这里的常客。她经常看

到兰师傅为上了年纪的老人免费
修脚，觉得这个人心眼好。

失去双腿
他用双手“走”人生

1977 年，兰新亮在孟村出
生。他小的时候得了脊柱裂。经
过手术治疗，兰新亮保住了生
命，却再也站不起来了。

身体的缺陷，并没有让兰新
亮自暴自弃。坚强的他为了给家
人减轻负担，主动承担起力所能
及的农活和家务。

13 岁时，倔强的兰新亮留
下一张纸条，告别了父母，开始
了自己谋生之路。

他辗转来到沈阳，无意间认

识了一位修脚师傅，便开始边打
工边学艺。“虽然我没有腿，但是
我手巧。”兰新亮说，他用心学习
和观察，并结合顾客的情况，通
过询问和琢磨，最终，让自己的
手艺变精湛。

凭着手艺，17 岁的兰新亮
离开师傅，独自在路边做起了生
意。

一颗热心
温暖他人

在沈阳的街边、大集上，总
能看到兰新亮的身影。

起初，在路边摆摊时，有个
女孩在兰新亮的摊位前，犹豫了
好久才上前询问，她的母亲腿脚

不便，能否上门服务？兰新亮二
话没说，收拾东西便和女孩来到
家中。

兰新亮看到女孩母亲的脚
趾甲里面已经流脓。兰新亮询问
得知，老人生活不能自理。家人
在给老人剪脚趾甲时，不小心剪
得太短，导致脚趾甲发炎。兰新
亮熟练地为老人修剪并包扎好
脚趾。“看老人家里条件不是很
好，我当时说，两天后我再来看
看老人的脚。”兰新亮告诉记者。

兰新亮说，他 18 岁时在沈
阳开了自己的第一家修脚店，做
的第一件事就是在店铺张贴为
孤寡老人等免费修脚的“暖心海
报”。至今，“暖心海报”在他经营
的店铺里，未曾摘下。

“经过一番奋斗，我还是想
离父母近一点，便在沧州开了一

家修脚店。”兰新亮说，开业没多
久，修脚店的生意就好了起来。
腿脚不便的老人需要修脚，兰新
亮会上门服务。

“印象最深的是，一位老人
的儿子来到店里说，需要上门给
老人修脚。当时我比较忙，就推
迟了几天。之后，那个人迟迟没
有来店里找我。后来得知，那位
老人没到约定的日子就去世
了。”兰新亮说，这件事让他心里
很难过。从那以后，他便为老年
人“开绿灯”，尽量先为老人修
脚。

除给一些人免费修脚之外，
兰新亮还常常做公益，资助一些
困难家庭。每个月 8号，兰新亮
还会到养老院为老人义务修脚。

“干这行那么多年，服务过上万
人，看到大家对我的肯定和支
持，我就心满意足了。接下来，我
会继续做公益，为社会做一些力
所能及的事。”兰新亮说完，便低
头继续工作……

本报讯（记者 刘冰祎 通讯
员 刘冠一）日前，孟村回族自治
县宋庄子乡正德小学举办了一场
别开生面的“秋收市集”。学生们
变身“摊主”，卖力吆喝推销各自
的秋收成果，体会别样的秋收乐
趣（右图）。

核桃、柿子、花生、山楂、石
榴、玉米……日前，在正德小学的

“秋收市集”上，各色蔬菜瓜果“盛
装亮相”。精美的竹编筐和礼品
盒、创意满满的宣传广告将摊位
装饰得别具一格。

“来看看我们的红薯吧！又面
又甜，别提多好吃啦！”“我们的冬
枣脆脆甜甜都是好果，走过路过
的快来买一盒！”“秋收市集”一开
市，小摊主们卖力的吆喝声此起
彼伏传来。大家花式推销着各自
的秋收成果，既有自家种植采摘
的瓜果蔬菜，还有一些手工加工
制作的面点、爆米花、水果捞等。

除了摊主，顾客也是学生。小
顾客们拿着老师发放的兑换卡，

“购买”心仪的秋收成果。孩子们
沉浸在购物的乐趣中，还不时砍

砍价，现场一片火热。
为了让孩子们真切感知食物

的丰富性和多样性，体验劳动成
果的来之不易，正德小学组织开
展了“秋收市集”活动。三四年级
的孩子们利用假期，通过亲子采
摘、制作美食，准备各自的“秋收
成果”，然后到学校的“秋收市

集”进行“售卖”，其他年级的学
生当顾客，大家共同感受秋收的
喜悦。

“以前经常跟着大人去买东
西，这还是我第一次试着卖农产
品，虽然挺累，但是很有成就感，
我也感受到了食物的来之不易。”
一位参加活动的学生说。

新闻边角

10月22日，省高速公
路路政执法总队沧州支
队黄骅港大队执法人员
宋文康收到一个从河南
新乡寄来的快递。“河南
新乡也没有亲友啊，谁会
给我寄快递呢？”宋文康
有些纳闷。他好奇地打开
快递，发现里面竟然是一
面印有“排忧解难见真
情”的锦旗。

看到锦旗左下角“秦
皇岛五位自驾老人”那几
个字，宋文康一下明白了
这面锦旗的来历。前几天
的事又出现在他眼前。

10 月 18 日上午 11 点
多，宋文康巡查一圈后回
到单位，发现有五位老人
一脸焦急地在单位的大院
内转悠。“叔叔、阿姨，你们
有什么事吗？在这里找什
么呢？”宋文康走上前去询
问五位老人。

宋文康问过才知道，

这五位老人来自秦皇岛，
一起去山东潍坊游玩。由
于没注意车的用油情况和
电量，行至附近突然熄火
了。“车熄火后，我们才发
现油箱里没油了，电也用
没了。这里只有你们这一
个单位，我们就进来了。”
一位老人说。

宋文康安慰好五位老
人，将情况上报后，驾车
带老人到就近的服务区
购买汽油，并帮老人给
车加足油。向 宋 文 康 道
谢后，五位老人高高兴
兴地出发了。途经河南
新乡时，五位老人特意
请人制作了一面锦旗寄
到宋文康的单位，再次向
他表示感谢。

特殊“快递”
崔春梅 李丽东 尤晖

他虽没有双脚，却凭着双手，“走”出了自己的人生——

一张爱心海报背后的故事
本报记者 李婉秋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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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村一小学办“秋收市集”

孩子当摊主，叫卖玉米花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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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年份茅台酒、五粮液、剑南春、郎酒、泸州老窖、西凤、汾酒、董酒、
洋河大曲、古井贡酒、药酒、虫草等。（可打电话咨询，如不方便可免费上门鉴定回收）

地址：沧州市解放路市政府对面尚都烟酒 电话：13785710006

收购各种老酒 名酒 黄金

“双争”进行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