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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图 本报记者 王 辉 李林润

在市区文化路早市上，有一个
菜馍摊，摊主是一对老姐妹，姐姐
叫曹凤田，今年 61 岁，妹妹叫曹
瑞，今年 60 岁。为了养家糊口，姐
妹俩从 1996 年就开始在此卖菜馍，
由于姐妹俩的菜馍味道好，引来了
不少顾客。更有一些人从小吃她们
的菜馍，长大出了国，还让家人捎
她家的菜馍吃。

一个菜馍摊摆了20年

11月 25日早晨 4点多，天色未
亮，市区文化路与建新路交叉口南
10米路东的一处小门店里，却传出
了微暗的灯光，锅碗瓢盆也叮叮咚咚
响起来。

这个不足 10 平方米的小门店，
就是曹氏姐妹摆摊卖菜馍的地方，
两人才搬进来不到半个月，之前都
是在文化路与建新路交叉口支个摊
位卖。

姐妹俩是老文化路人，父辈人都
在此居住。她们长相几乎一模一样：

差不多的身高，同样的圆脸，同样说
话细声细气。她们言行举止十分默
契，无论和顾客说话，还是收钱找
钱、包食物，如同一个整体，分不清
谁是姐姐谁是妹妹，以至于很多人都
把她们当成双胞胎姐妹。

说起摆摊 20年的经历，姐妹俩
感叹道：“不容易，真是不容易，一
年四季除了春节歇几天，其他都没时
间休息，你看看我们的双手，一到冬
天就裂口子，老茧多厚！”

姐妹俩摆摊卖菜馍的故事被一
些网友发到网上后，引来不少年轻
人点赞，不少网友被她们自立自强
的精神所感动，称赞她们为“自强
奶奶”。

能记清每个顾客口味

曹凤田说，她们姐妹俩也没有正
式工作。1996 年，为了养家糊口，
她和丈夫先在文化路摆摊卖菜馍，后
来妹妹曹瑞也加入进来。几年前，丈
夫得了心肌梗塞去世，就剩下她和妹
妹摆摊了。

“妹妹两口也不容易，她爱人也
没有工作，靠在受降路蹬三轮营生，
家里还要供养两个儿子。”曹凤田
说，别看菜馍摊小，但能够坚持 20
年，靠的还是诚信经营。

“首先，我们的菜馍味道一直受
到大家认可，菜馍价格我们也是跟
着市场调价，人家卖 3 块钱一个，
我们就卖 2.5 元一个，比他们略低
一点吧。”曹凤田说，每盒菜馍她
们都是尽量多填菜，菜也是精心调
味，有豆腐丝、菠菜、粉条、红萝
卜丝、南瓜丝，再拌上各种佐料，
香喷喷热腾腾的菜馍就出锅了。另
外，食客吃菜馍时，还可以根据意
愿加姐妹俩制作的辣椒酱或者豆
酱，别有一番味道。

“来我们菜馍摊吃的都是回头
客，一些人从小就吃她们的菜馍，现
在这些人长大了，还惦记着我们的菜
馍，甚至结婚生子了，还大老远带着
孩子跑来吃。” 曹凤田说，还有一些
人出国了，趁着家人去看他们，还要
家人来买菜馍捎过去。

“我来她们菜馍摊买过一次菜
馍，就那一次，姐妹俩就记住我的口
味了。每次来，知道我只要酱豆，不
放辣椒。每天早晨有多少食客啊，每
一个顾客的偏好她们都要记住，只做
一次生意就像熟人一样开始关照你
了，真是佩服她们。”前来买菜馍的
杨女士说。

要放下菜馍摊还真舍不得

“不干咋弄？我们也没有正式工
作，没有工资收入，家里前些年还有
病号，还要拉扯孩子，两家人都指望
这个菜馍摊呢。”曹凤田说，摆摊这
么多年，她累得患上了高血压、腰间
盘突出，一只眼睛还得了白内障，视
力模糊，“劳动习惯了，闺女也不在
身边，一个人在家里坐不住，出来忙
活忙活心里舒坦。”

“家里经济条件不好，只能自食
其力，挣点钱补贴家用吧！”曹瑞
说，她的两个儿子已经上班，虽然各
自有了工资，儿子们也心疼她，不想
让她再干，但是忙活了 20年，要放
弃这个菜馍摊还是有点舍不得。

“这个小菜馍摊陪伴了俺姐妹
俩 20年，家里困难时，也是靠它挺
过来的。养个家确实不容易，菜馍
摊是俺姐妹俩相互帮衬的见证。”
姐妹俩说。

一对“姐妹花”坚守20年，文化路摆摊卖菜馍——

那熟悉的味道 有人在国外还惦记

□本报记者 张玲玲

11月29日，网友“dpal”发消息
称，爱心苹果的味道就是不一样，
充满了“爱”的味道！

网友“静待花开”：什么爱心苹
果，求推荐！

网友“就不告诉你”：好吃的话
给我也带点。

网友“林间”：爱心苹果背后有
什么故事吗？

看到消息后，记者联系上网友
“dpal”了解情况。据网友“dpal”介
绍，前几天，她在一个微信群里看

到，群友“米宝妈妈”发布的关于
销售苹果的消息：山西临猗本土的
苹果，虽然外表不好看，但很好
吃，有需要的亲们联系我。

一开始，网友“dpal”并没有在
意。但没多久，群主也发了一条消
息：“苹果确实好吃，我买了 6 箱，
分别送给了亲戚朋友，大家可以买
来尝尝。帮忙买苹果，也算是献爱
心了！”在群主的带动下，不少群友
也购买了苹果，并且一致给了苹果
好评。

“买苹果怎么还跟献爱心联系到
一块了呢？”网友“dpal”说，她随
后询问“米宝妈妈”才了解情况。
原来，网友“米宝妈妈”是山西省
运城市临猗县人，婚后随丈夫一起
在漯河生活，目前在人民路一家酒
店工作。在临猗老家，她近 60岁的
父母种了 40亩苹果，到了丰收季节
却卖不出去。

“父母把所有心血都花了果园

里，很辛苦。”记者联系到网友“米
宝妈妈”时她说，“受天气影响，苹
果的卖相不好，外表不是很光滑，
所以不好卖，父母都愁得睡不着
觉。”

“我想为父母分忧，就就让他们
把苹果运过来一些，寄放在一个朋
友那里。平时工作很忙，就靠朋友
圈里发布销售消息，尽力帮他们
卖，能卖出去多少是多少。”网友

“米宝妈妈”说。
明白了事情的来龙去脉后，网

友“dpal”趁着休息日，开车去买了
5箱苹果。“粗略地算，我们群里的
群友买了六七十箱苹果。” 网友

“dpal”说。
“虽不相识，群友们都很热心，

很乐意帮忙，很感谢他们。”网友
“米宝妈妈”说，“平时工作忙，只
有趁空闲给有需要的朋友把苹果送
去，这样做也算是替父母分忧，尽
自己的一份孝心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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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图 见习记者 刘彩霞

近日网友“小蜜蜂”发消息
称：“市区汉江路与井冈山路交
叉口的一个信号灯，上面读秒器
显示‘11’已经一个星期，也不
知道是哪里出毛病了。每次经过
这个路口都犯迷糊。”

12月1日下午，记者来到市
区汉江路与井冈山路交叉口看
到，在汉江路由西向东方向的交
通信号灯，读秒器显示屏上的数
字却一直停留在“11”。另外，
当直行信号灯为黄灯时，左转信
号灯不亮 （如图）。往往绿灯亮
起几秒后，直行道上第一辆车的

司机还反应不过来，在后面车辆
的鸣笛催促中才起步。

“读秒器一坏，司机容易犯迷
糊，不知道该走不该走。起步早
了怕闯红灯，晚了怕后面的车催
促。交通高峰时，路口非常堵。”
市民黄芳说，希望维修人员能尽
快对路口的信号灯进行检修。

“倔强”红绿灯 只显示11秒

□文/图 本报记者 杨 旭

12月 1日，网友“谢家三
少爷”在朋友圈发消息称：“媳
妇不听我的忠告，在网上花199
大洋买的蚕丝被。我读书少，各
位给掌掌眼，这东西是蚕丝？”

网友“莫名其妙”：199 元
能买到蚕丝被？

网友“一棵开花的树”：床
上用品不能马虎。

网友“骚年不识愁滋味”：棉
花？化纤？傻傻分不清楚。

昨日，记者采访了网友“谢
家三少爷”。他说：“前一阵子气
温骤降，老婆说家里的棉被太重
了，想买一床蚕丝被。经过一番
比较，最终在网上选了一款 199
元的蚕丝被。店家称延续的是

‘双十一’的价格，是原价的 2
折。我虽没买过蚕丝被，但也感
觉这个价格不靠谱，不过老婆图
省钱，我也没说什么。”

收到被子后，小两口打开了
被子的一角检验，发现里面的填
充物摸起来根本没有蚕丝的顺滑

感，而且颜色暗淡，和商品图片
中展示的根本不一样。“我对这
些也不懂，但从外观和手感上来
说，感觉就是棉花和化纤物。”
网友“谢家三少爷”说。随后，
他将拍摄的图片发给了网上的卖
家，并以实物与宣传不符为由要
求退货。店家解释称，被子里的
确有蚕丝，含量不是 100%，在
制作时加入了一些棉花、化纤成
分，但却不能提供具体的添加物
材质和添加比例，并以被子已损
坏为由拒绝退货。对于这一结
果，网友“谢家三少爷”并不意
外，他说：“便宜没好货，本来
也就没报太高期望，所以不再追
究了。”

市场上的蚕丝被该怎样甄
别？记者进行了网上搜索和实地
走访，发现蚕丝被的价格从几百
元到几千元不等，差距甚大。一
些商家宣传时用语模糊，避重就
轻，可谓套路颇深。已在床上用
品行业干了8年的市民张清莲女
士告诉记者：“蚕丝被近来很受
欢迎，但假货、次品也不少。消
费者应注意几点：一是通过正规
渠道购买大品牌的产品；二是填
充物是桑蚕丝，还是柞蚕丝，填
充量多少都应该有明确标识；三
是留有看样口的蚕丝被，可以取
一些丝绵看看。好的蚕丝能够拉
伸很长，用火点燃有烧头发的味
道，离开火就会熄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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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家苹果滞销 女儿朋友圈帮售

廉价蚕丝被 您来掌掌眼

姐姐曹凤田姐姐曹凤田（（左左））正和妹妹曹瑞在做菜馍正和妹妹曹瑞在做菜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