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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叶在街道边积了厚厚一
层。王俊喜心里生出一种亲切，
她放下手中的扫帚，在叶子堆中
轻轻躺了一躺。

如果说会写诗、爱写诗的王
俊喜跟其他人有一点细微的不
同，那可能就体现在这些瞬间中。
50多年来，环卫工人王俊喜几乎
不停地写诗，写满了五六个笔记
本。她拿起笔，清扫走生活中的

“鸡毛蒜皮”，留下“一地诗行”。

诗是生活的另一种解法

王俊喜出生在肃宁县城关
镇南辛庄村，今年 69岁,膝下一
儿一女均已成年，家中还有一位
需要照顾的老伴。她平时最大的
爱好是写诗。

“浅秋的夜风，好像吹不出
高高的围墙，青涩的果实在月
下一簇簇闪着银光，像幼儿园
的小朋友一样……”结束一天
的环卫工作，吃过晚饭，王俊喜
去喂自家院子里的鸡、鸭、鹅，
所有琐事料理完毕，心中一阵
轻松。她坐在竹子下歇了一会
儿，月光如水，小院静幽幽的，
她心中忽然有感，写下这样的
诗句。

“在那样的环境里，觉得应
该写一写。”王俊喜的诗往往诞
生在这样的瞬间。

“就是顺着文字嘟噜嘛。”王
俊喜一开始并不知道自己写的是
啥。直到有一天，女儿教她用微博
分享日常生活。“我便把自己写的
东西发到微博，有很多热心网友

在下面评论，人们这一夸奖，从此
写得更勤了。”王俊喜说。

“骄阳散发了一天的热量，
疲惫不堪地躲到了西山上，那金
色的余晖仍然闪烁着光芒，照耀
着阡陌原野和村庄……”扫大街
的间隙，王俊喜抬头看见夕阳，
在自己的微信对话框中敲下诗
句。在路过的行人眼中，这个在
扫地间歇“偷懒玩手机”的人和

“诗”没有丝毫关系。
问她为什么而写，王俊喜回

答：“除了扫大街，还得会点别的
事儿吧。”

奔波之余，王俊喜总觉得生
活还应该有另外的“解法”，比如
捕捉美，比如把美作成诗，对她
而言，这更像是一种精神动力。

从 1967 年至今，王俊喜的
诗写满了五六个本子，其中一本
的每页都印有不同的桂林山水
图，也全部被王俊喜配上了五
言、七言绝句。

阅读是“避难所”

如果说王俊喜想写诗的欲
望是出于对美的感知，那她写诗
的笔力就源于从小爱读书的习
惯。

王俊喜读到小学四年级时
便辍学务农。在田间地头干农活
时，她总随身揣着一本书，一有
合适时机就掏出来看上两行，时
间一长，书皮、书角全部皱皱巴

巴。
《林海雪原》《红楼梦》《白蛇

传》《青春之歌》……没钱买就借
书来看，十几岁的王俊喜最喜欢
坐在地头跟小伙伴绘声绘色地
描述书中的情节，用词格外生
动，说到激动之处，更是连说带
比画。不一会儿，四周就围满了

“小脑袋”，大家听得津津有味。
成年后，王俊喜更是对书本

和文字着迷，从地上捡起一张破
报纸都要读一读。

“写诗用到的词汇都是从阅读
中慢慢积累起来的。”王俊喜说。

温和的书本也为生活中的
冲突提供了一个缓冲地带，影响
了王俊喜半辈子。平日里，王俊
喜跟家人着了急，一时控制不

住，就会躲起来拿本书先看一会
儿“消消气再说”。说起对阅读的
感受，记者提到一句话：“阅读是
一座随身携带的避难所”，王俊
喜一连说了好几个“对”。

在读书会
第一次被理解

在老伴得脑血栓之前，王俊
喜把自己的诗读给他听，屡屡换
得一个沉默的后脑勺。

不理解的眼光不只来自家
人，王俊喜很少能从周围人身上
得到共鸣。不过，她始终明白一
件事：诗是写给自己看的。虽说
如此，但在内心深处，王俊喜始
终渴望被看见。

2017 年，肃宁的诗词爱好
者们举办了一个读书会，王俊
喜也被邀请到了现场。《肃宁
周报》的文学编辑刘艳菊用几
句话介绍了她：“这位大姨家
庭的担子很重，在这样的环境
中仍然愿意写诗，非常难能可
贵……”

这段话让王俊喜几度哽咽，
她觉得，这是她第一次被人理
解。

加入诗社后，王俊喜结识了
很多爱写诗的朋友，性子比从前
更加开朗。最近下雪，王俊喜在
朋友圈发了一首五言绝句，一些
朋友在评论区玩起了“联诗”，热
闹极了。

“文字对于我来说，仅次于
吃饭，是我的精神食粮。”王俊喜
说。

本报讯（记者 苏少静）
近日，市民孙女士在半个月
时间里，两次遇到买鱼缺斤
短 两 的 情 况 ，让 她 很 是 堵
心。

11月 25日，市民孙女士
下班回家经过解放路时，看到
路边有卖鱼的摊贩，便打算买
条鱼。

“卖鱼的老板把鱼在秤
上放了一下，马上把鱼拿起
来摔死了。”孙女士说，她当
时看到电子秤显示的数字和
摊贩报的不一样，要求重新
称时，摊贩已经迅速把鱼剖
开，内脏都扔掉了。孙女士只
好交钱把鱼提回了家。

过了一个多星期，孙女
士又来这个摊点买鱼，遇到了
跟上次一样的情况，“卖鱼的
老板报了重量和价钱后，我立
马阻止了他摔鱼，让他重新把
鱼放在秤上。”孙女士说，秤上
显示的数字果然比摊主报的
少了很多。

“我说不买了，他态度还
不好，嘴里嘟嘟囔囔的。不明
白为什么做生意缺斤少两，还
能这样理直气壮？”孙女士生
气地说。

扫走“鸡毛蒜皮” 留下“一地诗行”
本报记者 吕依霖

本报讯（记者 姚连红）近
日，市区刘女士和家人在吃
炭火锅时，6 个人陆续出现头
晕恶心的症状。经诊断，他们
被确诊为一氧化碳中毒。市
中心医院高压氧治疗室医生
称，近期，吃炭火锅导致一氧
化碳中毒的市民逐渐增多，
所幸，在经过治疗后，都无大
碍。

刘女士一家到炭火锅店进
餐时，专门订了一个单间，并
关上门窗。一家人在屋里边吃
边聊，很是惬意。过了一会儿，
刘女士感觉头晕、胸闷、恶心，
随后，她的丈夫和父母也先后
出现了这种症状。刘女士赶紧
打开门，来到室外透气。待症
状有所缓解后，她赶紧和家人
来到市中心医院急诊科就诊。

经过血气分析检查，刘女
士等 6 人碳氧血红蛋白明显
升高，医生诊断为急性一氧化
碳中毒。随后，6 个人一起来
到高压氧治疗室进行吸氧治
疗。目前，一家人身体已恢复
正常。

市中心医院高压氧治疗室
医生韩燕提醒，人们在吃火锅、
烧烤，甚至围炉煮茶时，如果用

木炭就要多加留心。在密闭空
间内，木炭燃烧不充分，很容易
导致一氧化碳中毒，严重时甚
至会危及生命。市民一旦出现
头晕、恶心、呕吐等症状，应马
上打开门窗透气，随后到正规
医院接受高压氧的进一步治
疗，预防和减少迟发性脑病发
生。

一家6口吃火锅时一氧化碳中毒
医生：在密闭空间出现头晕恶心症状应留意

摊贩不讲诚信
卖鱼缺斤少两

爱写诗的环卫工人王俊喜爱写诗的环卫工人王俊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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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美弯腰
崔春梅 王洪胜

12 月 9 日下午，盐山县 77 岁老人
夏维斌外出办事。他驾车行至盐山县盐
山镇大王铺村附近时，发现205国道路
中央有四五件黑色物品，很多路过的司
机选择绕行。

“物品掉在路上，影响车辆通行，还
容易引发交通事故，得赶紧拾走。”作为

曾经分管交警工作的一位退休民警，夏
维斌明白公路上散落物品的危险性。他
将车停好，准备将那些物品拾走。

走近后他发现，散落在公路上的是5
件磨具。他弯下腰，将磨具一一捡到安全
地带（右图）。“那些磨具20多厘米见方，质
地坚硬，一个重约三四公斤。要是有车辆
不小心撞上，后果不堪设想。”夏维斌说。

有人将夏维斌弯腰拾障碍物的情
景拍下来传到网上，大家纷纷称赞这是

“最美弯腰”。

报
眉
广
告

1
3
9
3
0
7
5
8
4
9
6

出租沧县姚官屯30亩硬化场地
通水电，大车进出方便，可分租，适合停车场、租赁站、堆场等。

联系人：陈先生 电话：18032720773

69岁的肃宁县环卫工人王俊喜一边打扫卫生，一边写下动人的
诗句，足足写满了五六个笔记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