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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区 LUOHE06 漯河

市区烟厂花园广场

□文/图 本报记者 焦 靖

今年70岁的丁永珍是一名环卫
工。家住淞江路的她，每天骑三轮
车到黄山路南段打扫卫生。和其他
环卫工人不同的是，近三四年，她
身边总跟着一只小黑狗，或静或
动，或跑或卧，陪着她清扫街道。

“它叫小黑，平时在俺孩儿家

养着，只要家里没人它就出来找
我。”10 月 9 日，在市区黄山路，
记者见到了丁永珍，她告诉记者，
这只小黑狗是她家大黄狗生的，出
生后不久就被儿子儿媳带走养大。

“虽然不在俺家，但是它一直
认得我。”丁永珍说，儿子儿媳外
出时，就会把拴着的小黑放开，而
获得自由的小黑出了家门，第一件

事就是到黄山路南段找丁永珍。
丁永珍的片区有个公厕，她和

公厕管理员年纪相近，工作之余经
常聊天。这些似乎都被小黑看在眼
里。有时小黑在黄山路上来回跑了
几趟找不到丁永珍，就会跑到公厕
管理员跟前，又叫又摇尾巴，好像
在问公厕管理员丁永珍在哪儿。

“它可通人性了，天天在这儿
跟我做伴，也不咬人也很少叫，我
跟它说啥它好像都能听懂。”据丁
永珍介绍，有一次小黑咬坏了她的
扫把，丁永珍威胁说不要它了，小
黑听了就变得很“伤心”。

“我看了心里可不得劲，赶紧
说还要它，它又快乐地摇起了尾
巴。”丁永珍说，每天下午她都会
带干粮，晚上下班之前喂小黑吃，
跟它说“你自己回家吧”，小黑就
会恋恋不舍地回到儿子家，第二天
再出来陪她打扫卫生。

当环卫工起早贪黑，但丁永珍
不觉得苦。每天有小黑陪着她扫
地，她觉得挺好的。“俺俩互相做
伴。”看着身旁的小黑，丁永珍说。

□文/图 本报记者 杨 光

59岁的魏喜亮，做义工已经十
年了。从2011年起，魏喜亮开始义
务给居民磨刀。每周六上午，在市
区烟厂花园，找他磨刀的居民排长
队。他和其他义工配合，一上午能
磨30多把，每年磨刀上千把。

磨刀居民排长队

9月 24日一大早，在双汇路烟
厂花园广场一角，天桥义工服务队
又开工了。几十名义工分组排成一
排，有的理发，有的义诊，有的做
法律咨询，有的磨刀。

记者看到，磨刀服务点比较热
闹，等待磨刀的居民排起了队。其
中，不少居民拿了几把刀来磨。在
磨刀点，三个板凳并排摆放在路
边，还有盛水的脸盆。

魏喜亮跨坐在磨刀板凳上，用
粗糙的双手握着菜刀两端，在长凳
上卡着的一块青色磨刀石上来回移
动，不时向磨刀石上洒点水，再用
刷子蘸水刷去菜刀上磨下的铁锈，
菜刀刃部逐渐变亮。

完工后，魏喜亮用手轻轻触摸
了一下刀刃，检测其是否锋利，然
后眯起眼瞅了瞅，最后拿起抹布将
其擦干，递给居民。紧接着，他又
开始磨下一把刀，中间休息的时间
都没有。

记者看到，魏喜亮的双手非常
粗糙，上面布满了老茧，拇指和食
指的关节有些变形。

“我就喜欢找魏师傅磨刀，经
他 手 磨 的 刀 用 很 长 时 间 还 很 锋
利。”居民张阿姨告诉记者，现在
磨刀的师傅很少，这几年都是找魏

喜亮磨刀。每周六，魏喜亮等人都
会在烟厂花园广场开展义务服务，
给大家提供方便。

磨刀是细致活儿

磨刀看似简单，其实中间有很
多讲究，一些人磨刀要么刀不锋
利，要么割到手指。

“磨刀看起来是个粗活儿，但
有学问。先干磨，再湿磨。磨刀
时，刀与磨刀石的角度很小，甚至
贴着磨刀石走，然后再把刀刃推出
来。”魏喜亮说，磨刀是个很细致
的活儿，一把刀磨好了，能用几个
月还很锋利。不会磨刀的只磨刀
刃，把刀都给磨坏了。现在有些磨
刀的师傅为了省力气，就直接用砂
轮磨，一把刀很快就被磨坏了。

魏喜亮告诉记者，磨刀这个手
艺他是跟父亲学的。父亲是一名厨
师，而磨刀是厨师的基本功。

“厨师用的刀和一般家庭的不
同，专业厨师磨一把刀要磨大半
天，一般家庭用的刀都是外观好
看，钢口不行，但磨好了照样好
用。”魏喜亮说，居民们拿来的刀
一般是切刀、片刀、劈刀，有的刀
上还有豁口，如果修不好就容易磨
坏，有毛病的刀需要用磨刀石慢慢
磨，一点点地把豁口推平。

由于魏喜亮磨刀细致，附近饭

店和超市的也来让他磨刀。
磨刀的人多，魏喜亮和义工汪

东京加快了磨刀速度，每把刀用时
十分钟左右，一个上午能磨30多把
刀。虽然累，但魏喜亮很开心。

一年磨刀上千把

魏喜亮家住双汇路人东一巷，
刚刚从铁路部门退休。

“10年前我们就做义工，最初
是义务修补烟厂花园广场的地面，
后来在菜市场门口维持交通。”魏
喜亮告诉记者，从2011年开始，天
桥义工正式成立，大家各自凭特长
给居民提供服务，他就买了一块磨
刀石，做了个板凳，给居民义务磨
刀。粗略计算一下，他每年磨的刀
有上千把。

通过磨刀，魏喜亮成了社区名
人，居民们都认识他，每天早上锻
炼身体时，很多人给他打招呼。

通过做义工，魏喜亮也感染了
不少身边人，一些亲友也加入了义
工队伍。

“我觉得义工的一个作用就是
影响身边人，让大家都来做好事，
奉献社会。”魏喜亮说，他在这个
年龄还能给大家做点事，心理舒
坦。“碰到熟人了，他们说你磨的
刀用着可得劲，人家高兴，我也高
兴，中午回去吃饭也可香。”

社区义工魏喜亮

每年磨刀千把 收获称赞一串

魏喜亮魏喜亮（（中中））在磨刀在磨刀。。

机灵小狗陪伴 工作快乐多多

丁永珍在打扫卫生丁永珍在打扫卫生，，旁边是小黑旁边是小黑。。

10月8日，源汇区实验中学全体师生开展“慈善一日捐”活动：捐
出一天的零花钱，拿出一天的工资，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当天，师
生共捐款1.2万余元。 本报记者 潘丽亚 摄

徐玲，46 岁，家住舞泉镇
中心街四组。她是一位普普通
通的家庭妇女，也是一位好媳
妇、好妻子、好妈妈。

徐玲曾经是一个很幸福很
幸福的女人，不愁吃不愁喝，
丈夫很能干，还有两个儿子，
一家人其乐融融。2009年 6月，
丈夫因车祸高位瘫痪，只有头
能动动、说说话，四肢全部不
能动。这犹如晴天霹雳，全家
陷入绝望之中。痛哭之后，她
用瘦弱的肩膀扛起了整个家。
她积极配合医生给丈夫治病，
宽慰丈夫，手把手学习按摩知
识帮丈夫减轻病痛。

把丈夫接回家后，为了照
顾丈夫，为了养家还债，徐玲
早上 5点起床去拣矿泉水瓶，6

点回家里给丈夫翻身、擦洗、
拍打全身，然后去做饭，做好
饭后先喂丈夫吃饭，喊小儿子
吃饭，然后送小儿子上学，回
来后把丈夫所用的尿布清洗一
遍……

百 善 孝 为 先 。 每 次 做 好
饭 ， 徐 玲 都 先 端 给 两 位 老 人
吃。每当公婆身体不适，她都
会第一时间跑过去询问原因，
哪里不舒服、想吃点什么。孝
敬公婆不需要做出惊天动地的
大事，做好生活中的点点滴滴
就足够了。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徐玲
毫无怨言，悉心照顾着瘫痪的
丈夫和年老的公婆。这使邻里
为之赞叹，心生敬重。

（舞阳县委宣传部推荐）

孝老爱亲的徐玲

翟代章，63 岁，召陵区翟
庄街道翟庄村人。

翟代章的父亲 86岁，生活
基本不能自理，吃喝拉撒都在
屋内，但他没有受一点点的委
屈。在翟代章照顾下，他的父
亲屋内干干净净，床铺整整齐
齐。此外，翟代章定期给父亲
洗澡，经常推父亲出去晒晒太
阳。

几年前，父亲腰椎骨折，
医生说 80多岁的老人肯定长不
好了，翟代章却不放弃，四处
寻医问药，去一百多里地外拿
回膏药为老人敷上，没日没夜
地精心伺候了三四个月，最终
父亲的腰椎长好了。医生都说
照顾得真好，是个奇迹。

有一次，父亲想吃肉盒，

翟代章就五六点起来，从翟庄
跑到老街口买回来，不怕天冷
路远，就因为老爸说那家的肉
盒好吃。

有 一 次 ， 父 亲 想 吃 烤 红
薯，可不是季节，卖家少，翟
代 章 就 骑 车 满 大 街 小 巷 地 去
找，买回来只为了老爸吃那么
一小口。

翟代章的岳母娘，也被他
照顾了20多年，从来没有抱怨。

翟代章的妹妹说：“哥哥做
的事虽小，但是作为妹妹，我
对哥哥尊老爱老非常佩服，我
崇拜他，为他骄傲。哥哥是我
们的榜样。我的哥哥虽然没做
感天动地的事，但哥哥所做的
件件小事感动了我。”

（召陵区委宣传部推荐）

63岁翟代章

徐玲：悉心照顾瘫痪丈夫

翟代章：精心伺候患病父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