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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李霞 文/图

10月 21日上午8点多，在
新华区西市场街道红旗街社
区原西盛食品厂家属院，年过
七旬的王西珍、贾金兰夫妇打

扫完院内卫生，没顾上休息，又
回家取了粉笔、尺子等来到四
单元门口的空地边，开始整理
编写新一期的黑板报。黑板报
每月一期，他们已经坚持办了
6年。

小小板报 颇能“吸粉”

“神舟十三号载人航天飞
船于10月 16号发射成功……”
办板报时，王西珍在黑板前用
粉笔书写，贾金兰在一边递粉
笔、拿抹布，打打下手，两人配
合得很默契。不时有路过的居
民停下脚步跟他们打招呼。

王西珍今年 74 岁，是市
区 一 家 企 业 医 院 的 退 休 大
夫。老伴儿贾金兰今年 70
岁，没有工作。贾金兰说，办
黑板报主要是老伴儿“当家”，
他平时喜欢读书看报，一直想
把自己看到的有用信息与邻
居们分享。

贾金兰说：“6 年前，俺院
居民凑钱改造天然气，他深有
感触，就编了几句顺口溜庆
祝，写在捡来的一块小黑板挂
在院内，邻居们见了都夸他编
得好。”就这样，王西珍的第一
份黑板报诞生了。

从那以后，王西珍每月都
会精心整理一些时事新闻、健
康养生知识、生活小常识等写
在黑板上，“版面有限，内容基

本都是简单明了的几句话，邻
居们路过时停留三五分钟，就
能学到新东西。”

在王西珍的儿媳郭艳平眼
中，公公字写得漂亮，平时除了
在院内办板报外，还爱在家里
写写画画，婆婆是他的头号“粉
丝”。为支持他的“事业”，婆婆
把家务活全包了。

邻居李春和也是王西珍的
忠实“粉丝”之一。他会干木工
活，王西珍的黑板报办起来后，
他每期必看，后来他觉得小黑
板太小，就找来一块长2米、宽
1.5米的大木板，刷上黑漆当黑
板。此后几年，他又两次换新
黑板。今年年初，为防下雨将
粉笔字淋掉，他又给小黑板配
了个雨搭。与王西珍有着同样
爱好的邻居张士德、韩凤云、索
四清等人也常帮他收集办板报
的资料。

遇到邻里间的趣闻或有邻
居做了好人好事，王西珍也会
写到板报上。“邻居们都爱看板
报上的新鲜事，现在都成习惯
了。”王西珍笑着说，有的邻居
还会在板报下直接点赞或写几

句评论。

义务打扫 夫唱妇随

据楼栋长张富珍介绍，这
个院属于老旧小区，没有物业，
王西珍老两口除了办板报外，
还经常义务打扫楼道及院内道
路卫生。早些时候院内有些居
民经常乱扔垃圾，他们看到都
会及时劝阻。院内有部分路面
坑洼不平，老两口就找来水泥
沙子，将路面填平。

“老两口真是热心人，前段
时间疫情防控形势紧张，他们
除了每天坚持打扫卫生外，还
天天熬一大锅绿豆汤送给值班
的志愿者，并帮忙消杀。”邻居
李中平说。

“看到哪里不干净了，就想
收拾一下，否则就觉得心里不
舒服。再说每天在院内转转扫
扫地，也能锻炼锻炼身体。”让
老两口感到欣慰的是，他们的
善举带动了不少邻居：邻居陈
彦超、马二香、甄新影等人常帮
他们打扫卫生；大家下楼扔垃
圾时，总随手把邻居家门口的
垃圾袋捎走……

义务打扫卫生、办黑板报
七旬老夫妇热心服务邻里

□本报记者 杨岸萌 文/图

辫子针，长针，狗牙针，引
拔针，一拃长的钩针上下左右
翻飞，嫩绿色的毛线不一会儿
就被织成了约两平方厘米的柿
子叶，把叶子与之前用橙色毛
线织好的柿子缝在一起，再加
上用浅灰色毛线织好的花生，
一个寓意“好事发生”的小摆件
就完成了。

10月21日上午，在卫东区
东环路街道魏寨村村委会办公
楼一楼会议室，经过两天的就
业技能培训，50名女性村民大
多数已经可以独自做一些毛线
编织品。

葫芦钩法（短针钩），花生
图 解 ，柿 子 钩 针 法（短 针
钩）……学员们的笔记本上清
晰地记录着上课的内容。

“好记性不如烂笔头，学校
发了笔、本、钩针、毛线，上课的
时候记笔记，理论讲完了立马
上手织，不会了随时问老师，这
几天我可学到不少技巧。”学员
齐桂显笑着说，她原来在一家
童装厂打过工，后来成了家庭
主妇，闲暇时间也织过毛衣、绣
过十字绣。“我算是有些基础
的，老师教的一些之前我就会，
所以上手快一些。听老师说，
如果织得好，可以拿出去卖，像

这套‘好事发生’，熟练的话一
天织个十来套不成问题。”

“我们这个是就业培训，希
望大家在这里培训后，能利用
闲暇时间做编织，卖出成品产
生效益。”组织此次培训的市霖
艺职业技能培训学校校长刘萍
说，他们学校与郑州巧手匠工
艺品有限公司之间有合作协
议，公司可以给达到技术要求
的学员派订单。

在培训教室的课桌上，摆
放着各种毛线编织样品：手套、
手机袋、手提袋、小鞋子、小花
朵、小巫婆帽、老鼠香包、植物
大战僵尸组合……

培训班老师安秋玲说，除
了公司的订单，大家还可以通
过抖音、快手等平台直播毛线
编织，零卖成品；还可以自己去
摆摊，比如选择高考前、中秋
节、春节、情人节等节点售卖一
些寓意好的摆件或者手工编织
的玫瑰花等。“我今年高考前在
学校附近摆摊卖‘好事发生’，
一套60元，每天卖十套，生意
还不错。”安秋玲说。

就业是民生之本，技能是
就业之源。据市人社局相关人
员介绍，我市目前有职业技能
培训学校50多所，培训项目有
电子商务、健康管理等数十项，
每年在全市范围内开展农村剩

余劳动力培训。
“以前只会种地、打工，也

没有啥手艺，这几年照看孙子、
孙女，现在孙子、孙女上学了，

我天天在家闲着，就过来学
学。”学员常亚萍说。

毛线编织培训进村

魏寨村大妈学“技术”

培训班学员在练习编织，一旁的小朋友对编好的成品爱不释手。

王西珍、贾金兰老两口在办黑板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