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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王辉

11月 6日下午，王花
枝拿着扫帚和灰斗，马甲
口袋里装着一把小铲刀，
来到市区尚德路打扫卫
生、清理小广告。

今年63岁的王花枝
是高新区皇台街道任庄
安置区 5 号楼居民，她
个子不高，能说会道，为
人和善、乐观。去年夏
天，任庄村成立志愿服务
队，王花枝积极报名参
加。

任庄村党支部副书
记任燕芳说，一年多来，
王花枝积极参加疫情防
控、防汛救灾与“双创”，
为村里做了不少事。

今年8月，任庄村村
委会在小区大门口设立
疫情防控岗，安排村干部
与大学生志愿者值守。
王花枝忙完家务便与其
他志愿者一起，到小区前
的尚德路上宣传疫情防
控知识，值守疫情防控
岗。她说：“我在任庄村
生活几十年了，村里的大
人小孩儿没有我不认识
的。只要我守在小区大
门口，外来人员、本村外
出打工人员，没有（绿色）
健康码，别想进小区。”

今年汛期，尚德路任
庄安置区西侧马路成河，
一辆小轿车熄火被困。
王花枝与邻居徐欠等跳
入水中，帮司机将轿车推
出了积水区。

任庄安置区南北门
各有一个地下室入口，离
尚德路的积水区仅10米

左右，任庄村委会组织村
民搬运沙袋封堵地下室
入口，王花枝再次与村里
的青壮年劳力联手抬沙
袋堵截雨水。

虽然年过花甲，可王
花枝说自己是农民出身，
过去干农活习惯了。她
认为自己还年轻，偶尔干
一点儿力气活也没啥。

“现在全市上下都在
‘创文保卫’，我们这些大
妈们也不能闲着。没事
儿在小区内外转转，看看
哪里脏了就扫扫，哪儿贴
小广告了就用铲刀把它
铲掉。”闲不住的王花枝
说。

前些日子，任庄村部
分村民秋收后把秸秆和
玉米芯丢在安置区西侧
的人行道上，影响市容。
王花枝看到村里的保洁
员人手不足，拉上徐欠，
带着扫帚和铁锹加入清
扫秸秆行列中。几天后，
尚德路上积存的秸秆全
部做了填埋处理，路面也
打扫得干干净净。王花
枝说：“保洁员在街上打
扫卫生很辛苦，我们几个
在家闲着也没事儿，帮人
家干点活儿，权当锻炼身
体。”

生性开朗的王花枝
在打扫干净的人行道上
唱起了戏，还自拍了短视
频。

“我就是一个爱管闲
事的‘鹰城大妈’。希望

‘鹰城大妈’们都行动起
来，把我们平顶山收拾得
更干净、更美丽。”王花枝
笑着说。

我就是个爱管闲事的
“鹰城大妈”

□记者 杨元琪

本报讯 11 月 8 日上
午，寒风凛冽，在市区建
设路万达广场前，卫东区
城管局执法人员提醒市
民，将非机动车停放在停
车区范围内。

“以前东安路南段电
动车乱停放堵得厉害，现
在这附近增添了非机动
车停车位，经过治理道路
变得顺畅多了。”市民陈
先生说。记者采访了解
到，东安路南段建筑工地
施工工人较多并且紧邻
建设路小学大门，高峰时
期这一路段能停放百余
辆电动车，影响了通行秩
序。为了根治这一难题，
卫东区城管局精准施策，
将东安路南段两侧停车

位取消，东侧改为机动车
限时停车位，西侧在适当
位置施划了非机动车停
车位，并加强宣传引导，
设置提示牌，非机动车停
放规范了，减少了高峰时
段道路拥挤。

据卫东区城管局局
长贾若愚介绍，为规范停
车秩序，充分挖掘道路停
车资源，切实做到“还路
于民、便利于民”，助力
创文，经全面排查走访和
听取群众意见，该局以方
便市民、保证畅通为前
提，确定非机动车停车线
位置，制定施划标准，目
前共在辖区主次干道、背
街小巷施划非机动车停
车标线50000余米，并标
明了非机动车标识及停
车方向。

应划尽划 还路于民
卫东区开展非机动车专项整治

□本报记者 王春霞 实习生 王珍珠 文/图

11月2日上午，郏县渣园乡前渣园村一户院落门前，74岁的蒋文斌老人坐在家门口，双目紧闭，耳边
收音机放着戏，过往村民不时跟他打声招呼。

71岁老太太刘娥坐在干干净净的院子里，有一搭没一搭地和在旁边淘麦子的女儿蒋菊兰唠着家常。
这幅幸福的画面与普通的农家并无二致，所不同的是，蒋文斌和刘娥是一对双目失明的老人。他们衣

着得体，生活的环境也与“脏乱差”毫不沾边，甚至比一些正常人的家收拾得还要整洁。
蒋文斌并非蒋菊兰的生父，老人在感叹“现在的生活真是过到了天上”的时候，不忘带上一句心底的

话：“俺有个好闺女，对我们孝顺得很呀！”

好儿女蒋菊兰：

你养我小 我养你老

蒋菊兰和父母在一起

父母双目失明，照顾父母的
生活起居成了蒋菊兰每天的必
修课。下孙村距前渣园村近1公
里，她每天在两村之间奔波，帮
父母洗衣做饭，给父母送钱送
肉，送生活用品，整理院落。

女儿两头跑不易，蒋文斌慢
慢练习用双耳听水开的声音，渐
渐学会了做饭。老两口能做的
事情尽量自己做，以减轻女儿的
负担。

2017年，蒋文斌被评为建档
立卡贫困户，乡党委政府为其办
理了最低生活保障、残疾补贴，
还对他家进行了“六改一增”和
无障碍改造，整个家庭状况明显
改善。

近年来，蒋菊兰一边照顾父
母一边就近务工，夫妇俩一起奋
斗，生活逐渐殷实起来。2020
年，她家购置了新房，为方便照
顾父母，她和丈夫把父母接到了

前渣园村自家的老院。
“女儿想得很周到，水管通

到了厨房里，还教会我们使用电
磁炉、电饭煲、豆浆机，现在做饭
可方便了。”刘娥说。

“你养我小，我养你老，孝顺
父母这是天经地义的。”蒋菊兰
说。她孝老爱亲的故事在当地
被传为佳话，在市文明办举行的
市2021年“乡村好人榜”选树活
动中，蒋菊兰被评为“好儿女”。

37岁的蒋菊兰长发披肩，不
善言谈，父母夸她的时候，她只
是温柔地笑笑。

郏县是中国铁锅之乡，原本
一直跟丈夫跑车拉砖的蒋菊兰
去年到“华邦”锅厂上班。这里
农村有农历十月一炸油条的习
俗，当天，她专门向厂里请了假，
回来给父母炸油条。

蒋菊兰把面发上，然后把屋
里屋外拖了一遍。看面缸的面
不多了，她又从粮圈里接了几桶

麦子，倒进大盆里，打开水管，用
笊篱淘洗起来。

这时，坐在一旁的刘娥老人
咳了几声。蒋菊兰忙跑进屋，拿
出一个小塑料桶，在水管下面冲
刷之后，递到母亲手里。

刘娥幼时因病致盲，与菊兰
的生父生育了 3 个子女。1985
年，菊兰的生父病故。后经人介
绍，刘娥带着6岁的菊兰改嫁给
渣园乡下孙村的蒋文斌。

蒋文斌当时已 40 多岁，由

于家里穷一直没娶媳妇。无儿
无女的他对待菊兰如亲生，宠爱
有加。“小时候他爷俩吃一碗饭，
菊兰不想吃的，都挑到他的碗
里，他一点也不嫌弃。”刘娥回忆
说。

“俺爸对我可亲了，有啥好
吃的都留给我。”小时候继父对蒋
菊兰的爱，都浓缩在这句话里。

2004年 1月，在蒋文斌操持
下，蒋菊兰与前渣园村的黄贝贝
成婚。

继父待她如亲生

2005年6月，蒋文斌在附近
硫酸厂打工时遭遇硫酸泄漏事
故，全身大面积烧伤，被送进医
院抢救。菊兰带着才六个月大
的孩子在医院照顾父亲。

由于烧伤面积大，蒋文斌全
身溃烂，前后进行3次植皮手术，
仅在重症监护室就住了3个月。

蒋菊兰日夜守护在父亲身边，照
顾他的吃喝拉撒，每天为父亲清
洗从身上去掉的一盆纱布，经消
毒后再次使用。

“我一点忙也帮不上，她在
医院经常一手抱着孩子，一手提
着给他爸买的饭。”刘娥心疼地
说，女儿晚上就在地上铺张席，

睡在父亲病床边。女婿也很好，
跟女儿一起在医院帮忙照顾。

蒋文斌回忆说，当时有病友
羡慕地对他说，“俺家几个孩子
也抵不上你这一个闺女”。

经过六个月的治疗和精心
照料，蒋文斌保住了一条命，双
眼却因烧伤严重永远失明。

父亲烧伤她日夜守护

你养我小我养你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