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5

冯要粉，47 岁，家住临颍县三家
店镇高宗寨村。结婚20多年来，她心
怀一颗感恩的心和公婆相处，和爱人
相守，和孩子共同成长，生活中更是
处处关心他人，家庭关系处理得和谐
美满。在公婆眼中，她是位通情达
理、孝敬老人的好儿媳；在邻居眼中
她心地善良，乐于助人。

冯要粉与公婆朝夕相处，没有红
过一次脸，更没有让老人受过一回
气。公婆身体不舒服，心情不好时，
总爱唠叨，冯要粉
也不烦躁，一边心
平 气 和 地 安 慰 公
婆，一边讲故事逗
老人开心。

在 冯 要 粉 家 ，
妯娌间的关系更像
是姐妹。妯娌俩性
格不同，但却和平

相处，有喜共乐，有难互帮，都为彼
此分忧着想。

冯要粉的丈夫程红要工作繁忙，
有时候难免把工作中烦闷的心情带回
家。而她总是用宽广的胸怀抚平丈夫
的情绪，使丈夫以心平气和的情绪、
稳健的心态再次投入到工作中去。在
处理家庭的大小事时，夫妻间平等对
待，互相通气，共同磋商决定，做到
双方都心情舒畅。

（临颍县委宣传部推荐）

敬老爱家 乐于助人

本报讯 （记者 潘丽亚） 夏天来
了，纳凉是少不了的，可是纳凉也要
有度，否则就容易着凉感冒。近日，
市民王女士就因为过度纳凉，吹了一
夜风扇而患上了感冒。

“难受死了，真没想到吹风扇竟然
感冒了。”家住市区崂山路华东世纪城
的王女士这两天正经历着咳嗽、鼻
塞、头痛的不适，而引发这些症状的
源头就是吹风扇。

5月23日，王女士告诉记者，5月
20日~21日天气有点热，而家里的中央
空调还没有开，所以她就把风扇拿了
出来。周六晚上睡觉时，她觉得有点
闷热，就把风扇放到了床边。“我属于
特别怕热的人，晚上只要感觉有点热
就睡不着，所以一晚上风扇都对着自
己吹，结果早上醒来就感觉头晕、咳
嗽。”王女士说。

“进入夏季，气温升高，不管是使
用空调还是风扇，都要注意一定不能
过度。”市中医院内三科主任医师焦杰
提醒，在使用空调时，要防止脚心受
凉，尤其是老年人和幼童，可以穿上
长袖睡衣、睡裤或使用空调被，防止
肺部受凉。而使用风扇时，最好让风
扇摇头，避免只吹一个部位。另外，
要特别注意身体多汗时，不要突然用
电扇或空调猛吹，易引起热伤风或其
他疾病。

整夜吹风扇 感冒找上门

□本报记者 杨 旭

我国自古便有在端午节制作和佩戴
香包的习俗。传统香包为手工绣制，内
填中草药，因而在美观的同时还能起到
驱蚊避虫的作用。如今，手工制作的香
包已越来越少见，而网友“小玲叮当”
端午节前收到了奶奶亲手制作的香包，
引发了许多网友羡慕。5月21日，网友

“小玲叮当”在朋友圈写道：“奶奶亲手
制作的香包，真的好香好漂亮。厉害
了，我的奶奶！”

5月22日，记者见到了网友“小玲
叮当”，她一边向记者展示手中的香
包，一边夸她的奶奶厉害：“都说‘家
有一老，如有一宝’，我奶奶便是这
样。她年轻时做过裁缝，据说她当年

的手艺远近闻名，我小时候就没少穿
她做的衣服。现在她老人家快 80 岁
了，穿针引线还是手到擒来。每年端
午节，她都会给家里的小辈们绣香
包，她还说戴香包还能驱邪呢。”

网友“小玲叮当”虽然不相信香
包能够驱邪，但她着实对奶奶的手工
和创意钦佩不已。她告诉记者，每年
收到的香包样式都不同，今年家里女
孩们得到的是一只蝴蝶，男孩们则是
一只小老虎，分别寓意着美丽和健
壮。不过，网友“小玲叮当”也注意
到，随着奶奶年纪的增加，香包的做
工精细度也不比从前了，她为此感到
有些伤感。她对记者说，不希望奶奶
因此而受累，因为奶奶健康长寿才是
她最快乐的事情。

巧手奶奶做香包送孙女

网友：厉害了，我的奶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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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识字也不识数

六旬老人将超市经营得有声有色

□文/图 本报记者 张玲玲

如今，大多数超市都拥有电脑、
刷卡机等设备，微信支付等也逐步普
及。但在市区人民路一家24小时营业
的超市里，连一个计算器都没有。在
超市里消费，只能现金支付，消费金
额超过10元，老板就要掰着指头来计
算。老板没有上过学，不识字也不识
数，却把超市经营得有声有色。5月21
日，记者采访了这家小超市的老板宋
强（化名），了解他的故事。

经营超市近20年

“老板，拿三桶方便面。”5月21日
下午，一位顾客来到超市买东西。宋
强将三桶方便面放到柜台上以后，伸
出双手，一边掰指头，一边在嘴里念
叨着：“一桶 4 块，两桶 8 块，再加 4
块，就是 9、10、11、12，总共 12 块
钱。”

顾客拿出一张面额为 50 元的纸
币，宋强接过后，从抽屉里先拿出四
张10元的纸币，然后又把一张10元的
纸币放回去，拿出了8块钱。“把12块
钱先按10块钱收，应该找40块钱，再
从里面拿下来 2 块钱，这才算是对
的。”宋强说。

宋强告诉记者，他今年 64 岁，老
家在周口市西华县奉母镇。他和老伴
儿经营这个超市已经有 18 个年头了，
邻居们都称呼他为老宋。

“我没上过学，从小跟着大人在地
里干农活。老伴儿上了不到一年学，
跟没上一样。”宋强说，他的一个亲戚
以前在漯河卖家电，让他从老家过来
帮忙，他就此告别了农村生活。来漯
河两年后，他自己做起了卖鞋的生
意。由于不识字也不识数，他遇到了
不少难题。“有顾客来买鞋了，我就抱

出一堆鞋让他们自己找码数试鞋。”宋
强说，卖鞋干了一年多后，他便在亲
戚的介绍下摆摊卖起了百货。1999
年，他在市区人民路买了间门面房开
了现在这个超市。

由于不识字也不识数，宋强不会
使用计算器。在结账时，为了避免出
现差错，他就把1元、5元、10元等不
同面额的人民币，提前分好类。“不会
算账真是作难，就逼着自己学算数。
但现在也仅会口头上的简单加减，从
没有用笔计算过。”宋强说。

讲诚信从不乱要价

如今，超市里的商品除了有经销
商送货上门，宋强每隔一天就要骑着
电动车去进一次货。“店里缺什么东西
了，我在进货前看看、记心里，但进
货回来后，发现总是少了几样。”宋强
说，如果认识字把需要进的货品写在
纸上，就能少跑几趟。“我和老伴儿经
营小超市，用的都是最笨的办法。”宋
强说。

宋强告诉记者，尽管不识字不识
数，但他卖给顾客东西时，从不乱要
价，不欺诈。“该是多少就是多少，要
高价多挣人家的钱是不对的。”宋强
说。

采访中，宋强不时地和附近一些
商贩热情地打招呼，仿佛是熟识的朋
友一样。“啥时候回来了？孩子谁带着
呢？”看到一对年轻夫妇经过超市，宋
强亲切地问道。“他们在那边开了一家
面馆，俺们都是老邻居了，关系可
好。”宋强向记者介绍道。“宋哥性格
开朗，为人实诚，大家都喜欢跟他打
交道，他的超市生意也一直不错。”附
近的商贩刘先生说。

“我喜欢来宋叔的超市买东西，只
要经过，我都要进来买盒烟或者拿瓶
水。”今年 22 岁的李小斐是超市的常
客，他每次买东西时都要跟宋强聊几
句，“跟宋叔说话，心里可得劲”。

5月21日，记者在宋强的超市里看
到，30 多平方米的店铺里，饼干、饮
料、烟酒等各类商品琳琅满目，楼上
就是他的家。“十多年来，我和老伴儿
都是轮流值班，我从凌晨 2 点开始看
店，到下午3点多去睡觉，剩下时间就
由老伴儿看着。”宋强说，虽然经营超
市很辛苦，但依靠双手吃饭，心里很
踏实。

宋强在为顾客拿商品宋强在为顾客拿商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