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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杨元琪 通讯员 司永年
图片 杨元琪

在优越路街道园丁社区，常道存是个响
当当的名字，这位年届七旬的剃头匠扎根社
区、服务社区、奉献社区，30多年来始终保持
着老实本分的品质和乐于助人的风格，是大
家心目中的老好人和热心人。

流浪剃头匠 扎根园丁社区

6月 11日上午，记者来到老常的理发店，
装潢和陈设很简单，除了来来往往的客人和
忙碌的理发师，还有一个满头银发、身体消瘦
的老者在里屋小憩，他就是常道存。

几句寒暄后，老常留给记者的第一印象
是谦和、大方。老常出生在上世纪40年代，
祖籍驻马店西平，幼时家境非常贫困，十几岁
时自学剃头，靠给公社社员理发挣工分。后
来他开始挑着担子游走四方，1972年来到平
顶山，靠剃头维持生计。那些年他风餐露宿，
受尽了艰辛。1982年，老常在平顶山教育学
院的帮助下，在园丁社区开起了理发店，结束
了流浪生活。由于手艺好，价格公道，老常慢
慢在社区闯出了名堂，生活条件也日益改
善。“是大家收留了我，没有大家的帮助，我不
会有今天的生活。”老常说扎根园丁社区是他
人生的转折点，从那以后，他就下定决心要回
报社区，以自己的绵薄之力让大家享受到更
多的便利。

老常的店面虽然不大，但在园丁社区却
是家喻户晓，生意红火得很。时不时，老常还
要为社区里的孤寡老人、病残人员等特殊群
体上门服务。说着，老常起身收拾东西，准备
为住在科技街南段 78 岁的李自和上门理
发。路上，记者看到老常的衣领已经磨破，裤
子也是斑驳不堪。

为民服务 热心公益

记者与老常步行前往李自和家，路上不
少人都和他打招呼。到了老李家楼下，李自
和正坐在轮椅上跟邻居聊天。“走吧，我推你
回家理发。”说罢，老常把老李推了回去，准备
好工具开始理发。老李的老伴儿邵兰英告诉
记者，二儿子长年患病卧床，老李去年又因脑
中风导致偏瘫。老常知道后留下手机号码，
说需要时打电话，他上门给爷俩理发，让她深
受感动。老李的邻居王荣江说，他从三十多
年前就让老常理发，老常不仅手艺好，而且还
是个“热心肠”，是大家公认的好邻居。

平顶山教育学院退休干部老周十几年前
得了偏瘫，老常知道后登门探望，告诉老周的
家人，以后为老周提供上门服务。久而久之，
老周一家人很是感激，有一次硬塞给老常二

百元钱，老常没办法只好收下，但在下一次上
门理发时掂来了一大包营养品。就这样，从
老周得病到去世，十几年间老常一直坚持上
门服务。

原市饮食服务公司退休职工老范行动不
便，还患有老年痴呆。家人请理发师来家，老
范总是不配合，十几分钟能做完的事往往要
拖一个多小时，后来理发师就不愿上门服务
了。老常得知后，每月上门为老范免费理
发。还有中国银行的退休职工老刘，他行动
不便，妻子早逝，子女在外地工作。老常每个
月都会去他家一次，不仅免费理发、剃须，还
陪老刘聊聊天，说说社区的趣闻。“有些老伙
计，隔了好长时间不通知我上门理发，我知道
是咋回事。”说着，老常沉默了片刻。

多年来，老常累计为困难户、残疾人、孤
寡老人等义务理发300多人次。老常理发店
在社区居民心中立起了金字招牌。据园丁社
区工作人员介绍，社区成立志愿者服务队那

天，老常第一个来报名，每次活动总是最早来
到现场，支摊、磨剪刀、擦凳子，等着为市民服
务。他还常鼓励子女参与志愿者服务活动。

“谁让咱有这个手艺哩？闲着也是闲着，给
别人帮帮忙不也挺好？”老常说只要他身体允
许，就会坚持下去，用自己的本事回报大家。

拾金不昧的老好人

“听说开店这些年你捡到不少东西，有时
为寻找失主花了不少工夫？”记者问道。老常
回答道：“举手之劳，真不值得一提。”

据了解，2011年5月的一个傍晚，一位中
年男子来店里理发，坐下后电话一个接一个，
面容焦急，这时正好轮到他理发，理完后就匆
忙离开了。片刻之后，邻座客人发现椅子上
有一个钱包，转身告诉老常。老常赶紧出门
找人，但男子已不见踪影。老常打开钱包，里
面有不少现金，还有银行卡，唯独没有失主的
身份信息，等了许久没见失主来认领。第二

天一早，老常把钱包送到了社区。又过了一
天，失主找上门来。老常赶紧把失主带到社
区，经过核对，失主拿到了失物。失主当即表
示要用现金酬谢老常，被老常婉言谢绝。还
有一次，老常捡到一个布袋，里面有很多证
件，老常就按证件上的家庭住址寻找。失主
看到失物被主动送上门，十分感动，老常只是
笑呵呵地说了声“没啥”便扭头离去。

其实，类似的事情对老常来说已经很平
常了。他说现在的人生活节奏快，理完发着
急赶路，忘记东西很正常，自己能做的就是将
失物保管好，一时没人来认领，就将失物交到
社区或派出所，30多年来记不清捡了多少，
还了多少。

就因为拾金不昧这事儿，老常理发店的
口碑在社区传了起来，有不少人是冲着老常
这个老好人才到店里理发的。有些“马虎”的
顾客也逐渐成了回头客，把老常当成了朋友，
老常的生意也因此很红火。

常道存：从流浪剃头匠到社区“明星”

□通讯员 邱军伟 记者 牛超

“谢谢，是你挽救了我的儿子，他现在像
变了一个人，工作努力，干活勤快。”近日，在
卫东区检察院开展法制宣传现场，一名女子
走过来，紧紧拉着检察官张铮的手，不停地道
谢。

张铮今年35岁，2005年7月毕业于河南
大学法学院，2006年通过全省招录考试至卫
东区检察院工作，长期从事未成年人刑事检
察（简称未检）工作。

9年前，刚刚走出大学校门的张铮带着
书生气跨进了卫东区人民检察院的大门。在
公诉未检工作的岗位上，她每天接手的是未
成年人的各类案件。这些犯罪活动一次次撞
击着张铮单纯而又善良的心灵。

一个个懵懂少年跌入泥潭，原因何在？
又有何良策能有效预防未成年人犯罪和不受
侵害？张铮的心灵深处打下了一连串沉重的
问号。2012年，张铮找到院领导，要求到公诉
部门新成立的未检办工作，以了却她帮教、挽
救涉罪未成年人的心愿。

追本溯源 一查到底

今年1月，我市某中学学生王某因为琐事
和薛某发生纠纷，薛某买来电警棒、砍刀等管
制刀具，并纠集唐某等人“教训”王某。1月16

日中午1点多，在学校门口，唐某率先拿出电
警棒捅了王某一下，随后，薛某拿出砍刀对着
王某猛砍，将王某胳膊、头部砍伤。后经鉴
定，王某的损伤为重伤2级。3月26日，唐某
被抓获归案，涉案人员薛某在逃，被公安机关
进行网上追逃。

此事被移送到卫东区检察院后，负责办
理此案的张铮首先对此案进行认真梳理，并
提出问题。薛某的电警棒和大砍刀究竟是在
哪里买的？薛某没有到案，这个事情不好判
断。管制刀具不允许随意买卖，却可以很容
易在街头小店买到，这对未成年人的健康成
长很不利。为了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张铮
建议卫东区检察院未检办下发检察建议到相
关公安机关，对管制刀具销售点进行排查，争
取取缔市场销售，对于涉案程度深的销售点，
建议公安机关立案侦查，以杜绝未成年人犯
罪的隐患。

积极协调 尽力挽救

2013年 7月，卫东区出现未成年人结伙
持械抢劫案，作案次数多达20余起。犯罪嫌
疑人张某案发时刚满16岁，他3岁时父母离
异，是身患重病的母亲拖着病体打小工把他
拉扯大的。张某考上我市某技校后，母亲病
情恶化，急需动手术，张某鼓足勇气向同学借
了2500元。然而，为了及时还同学钱他走上

了犯罪道路。
了解到这一情况后，张铮亲自到张某家

里进行走访。看到张某家屋里昏暗潮湿，只
有一张木床和破旧的锅碗瓢盆，张铮立即从
兜里掏出500块钱，放在张某妈妈的床头。

张某被判刑后，张铮多次带着衣物和食
品到监狱看望他，了解他的心理动态，疏导他
的心理障碍。

小甜是市区某中学学生，两岁时父母离
异，母亲带着小甜改嫁到邻村，但父母天天吵
架。后来小甜辍学了，结识了 15 岁男孩张
某。张某没有固定收入，和街上的一群小混
混一起靠抢劫为生。案发后经公安机关统
计，张某等人抢劫了10多起，幸运的是小甜只
参与了一起且作用较小。

鉴于小甜犯罪情节较轻，又有悔过表现，
最终检察院对该案做出附条件不起诉决定，
这是卫东区检察院近年来办理的首个附条件
不起诉案件。

为了小甜的未来，张铮把小甜的父母叫
到办公室，苦口婆心地教育他们，并多次到附
近一所中学，就小甜入学一事和学校领导商
议。小甜顺利进入该校上初中后，张铮又几
次到学校看望小甜，给她送去衣物、学习用
品。

今年2月份，辖区出现一起未成年人打
架斗殴事件，涉案人员全部是大专学生。原

因很简单：常某和张某是朋友，张某使用价
值2000多元的一部苹果4s手机。常某的朋
友李某看到张某使用的手机后，使用不正当
手段骗走了张某的手机。张某认为是常某
和李某合伙骗了自己的手机，便纠集4名在
校大专生，在辖区一网吧内找到常某，将常
某痛打一顿后，又搭乘出租车到平顶山山顶
公园，再次痛打常某，随后要求常某和其父
母联系。接到儿子的电话，常某的父母立即
电话报警，很快，参与打架的5个人全部被抓
获。

案发后，张铮积极协调双方涉案家庭。
最终，双方达成协议，5名嫌疑人拿出5000元
用于常某的医药费用等。双方和解后，该院
未检办启动羁押必要性审查，对5名嫌犯进
行取保候审。

充电学习 增强能力

“有爱的小孩不会再变坏，我们决不能放
弃任何一个拯救失足少年的机会”，这是张铮
经常说的一句话，她把全部心血倾注到未检
工作上，挽救了一个又一个失足少年，为此，
她也获得歧路少年“知心姐姐”的美誉。

目前，张铮又报名参加了心理咨询师培
训。她说，接受系统的心理咨询培训后，可以
更好地分析歧路少年走向犯罪的原因，并能
更好地进行正确的心理矫正。

“知心姐姐”检察官情系歧路少年

6月11日上午，常道存在优越路街道园丁社区为居民李自和理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