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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岁的姜秋芬家住郾城
区黄河广场附近，她经常和
自己的“姐妹”到社区做志
愿者、唱戏、出门玩耍。她
的“姐妹”们认为，和同龄
人一起“抱团养老”更舒服
自在。2月7日上午，记者采
访了姜秋芬，大大咧咧、爱
说爱笑是她给记者的第一印
象。

常和“姐妹”义务演出

姜秋芬喜欢听戏，也喜
欢唱戏，她和她的“姐妹”
也因为戏曲而结缘。“之前几
十年都是照顾一家老小，60
岁才算开始我的下半生，我

选择和志趣相投的朋友待在
一起，就是为了把晚年生活
过得精彩一些，也算是一种
新的养老方式。”姜秋芬说。

在 姜 秋 芬 的 “ 姐 妹 ”
中，年龄最大的 71 岁，最小
的近 50 岁。每周六下午，她
们都会在太行山路沙河桥桥
下义务演出戏曲。平时还会
在黄河广场、钟楼广场、会
展中心等人群密集的地方演
出。“俺们不仅在城里义务演
出，还经常下乡演出。”姜秋
芬对记者说。

姜秋芬不仅喜欢戏曲，
还为人热情，有很强的组织
能力。今年1月，姜秋芬组织
郾 城 区 太 行 山 路 社 区 的 戏
迷，参加了“幸福漯河梨园
情 ” 戏 迷 擂 台 赛 ， 荣 获 了

“优秀组织奖”。

未来将“抱团养老”

姜秋芬和她的“姐妹”，
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不管
是谁过生日，彼此之间不送
礼物，每人出100元钱，大家
一起出去放松心情。

“有一次我们带着音响一
起去尧山玩，在山里我们把
音响乐器摆放好，然后开始
唱戏，很多游客给我们拍手
助威，还有一些喜欢唱戏的
游客加入进来，农家院的老
板还给我们送来了啤酒和矿
泉水。”姜秋芬回忆说。

“我们‘姐妹’在一起有
说有笑，忘掉一切烦恼。我
们就是想过好晚年生活，怎
样开心怎样活。”姜秋芬说。

对于未来，姜淑芬说：
“我们‘姐妹’准备再等几年，
等自己的孙子孙女大了，就
不给儿女们找麻烦，准备一
起去敬老院养老，就是现在
流行的‘抱团养老’。”

姜秋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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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岁姜秋芬喜欢唱戏

常和姐妹义务演出 乐享晚年生活

本报讯（记者 张晓甫 实
习生 岳 琳）“他自己双目失
明，本身就生活不易，还惦记
着我们，给我们资助生活用
品，他这种乐观、善良的精神
值得每个人学习。”2 月 7 日上
午，郾城区孟庙镇的武军峰感
慨地说。

当天上午，在市区黄河路
一家盲人按摩店门前，41岁的
盲人按摩师周小力分别为 6 户
贫困户士资助了米、面、油和
200元现金。

据了解，周小力10岁时患
眼疾导致双目失明。为了生活，

他16岁时到郑州一家按摩学校
学按摩。2000 年，为了照顾年
迈的父亲，他回到漯河从事按摩
工作。从那时开始，他每年从所
挣的钱里拿出2000元，分别资
助贫困学生周玲玲和张艳，从小
学一直到大学毕业。2004 年，
他考取了高级按摩师职称后，自
己经营了一家小按摩店，每月收
入3000多元。

周小力告诉记者：“作为残
疾人，我深深理解生活困难时
无人帮助的痛苦，如今我能靠
自己双手挣到一些钱，就想着
多帮助更需要帮助的人。”

盲人按摩师 资助贫困户

□文/图 本报记者 张玲玲

2 月 7 日，网友“紫葡
萄 ” 在 微 信 朋 友 圈 发 消 息
称：“平整的道路上，突然
出 现 了 一 段 坑 坑 洼 洼 的 路
面，让人措手不及，大家路
过时小心些。”

看到消息后，记者联系
了网友“紫葡萄”。据她介
绍，她家住在市区黄河路香
堤左岸小区，当天上午 10 点

多，她骑着电动车沿滨河路
去铁东农贸市场买菜。

“当时两个上小学的孩
子独自在家里，所以我想尽
快买完菜回家。”网友“紫
葡萄”说，行至翟庄街道冯
庄村西边的滨河路时，她一
不小心摔倒了。

“我这一路走来都是平
整的路面，没发现前面有一
个 小 坑 ， 也 没 有 一 丝 防
备。”网友“紫葡萄”说，

“我的左腿被压在电动车下
面，缓了好大一会儿才站起
来，所幸并无大碍。”

2 月 7 日，记者在滨河路
找到了网友“紫葡萄”摔倒
的位置。记者看到，附近的
路面都很平整，但有一段约
2 米 长 的 路 面 好 像 出 现 了

“断层”。这段路面破损严
重，且布满了石子，还有几
个大小不一的坑，与附近平
整 的 路 面 形 成 了 鲜 明 的 对
比。

记者注意到，一些车辆
经过这里时，速度都很快，
来不及刹车就冲过了坎坷的
路面，轮胎与石子摩擦发出

“咯吱”声，并且扬起了一
阵尘土。骑电动车的行人则
选择紧靠道边石相对平整的
路面缓慢通过。

“这段路坏的时间可不
短了，晚上路灯暗，骑电动
车的市民路过时，一不小心
就会摔倒。”经常在附近锻
炼的周先生说，“希望路面
能 赶 紧 修 好 ， 方 便 大 家 通
行。”

本报讯（记者 陈金旭 杨
旭） 2月6日，家住市区嵩山小
区的市民刘岩告诉记者：“前几
天没在家，让快递员把快递包裹
放在快递网点了，结果今天去取
的时候，发现我的快递包裹不见
了，只有一个和我名字读音相同
但字不一样的快递包裹。”

当 天 ， 记 者 联 系 上 了 刘
岩。他表示，前不久在网上买
了 5 包腊肠，准备过年做煲仔
饭用。快递包裹送达的时候，
他由于在外地出差，无法及时
取件，于是让快递员把快递包
裹放在了小区附近的快递网
点。2月6日他去取时，被告知
他的快递包裹被一个和他名字
发音相同，但字不同的人取走
了。而他找了半天，只找到对
方的快递包裹。

“一个叫刘岩，一个叫刘
妍，名字读起来一样，可能是
对方不小心拿错了。但是这两
个包裹的大小、轻重不一样，

这件事太奇怪了。”刘岩说，他
尝试通过快递单上的电话和对
方联系，希望能把错拿的快递
包裹交换过来，可是联系不上
对方。“电话一直无人接听。”
刘岩说。

采访中，快递网点的快递
员告诉记者，几天前确实有一
个女子来取快递包裹。“当时我
问她叫啥名字，她说叫刘妍，
我记得有这个名字，就让她自
己找，找了一会她就拿着快递
包裹走了。”

原本已经对找回快递包裹
不抱希望了。但是在2月7日下
午，刘岩接到了一个陌生电
话，对方正是拿走他快递包裹
的人。

“对方是个年轻女孩，她跟
我说，那天去取快递包裹的是
她朋友，虽然看见上面写的是
刘岩，但她朋友以为是快递员
或者商家把名字打错了。”刘岩
说。

名字同音 女子拿错快递包裹

破损的路面。

路面破损 行人不便

2 月 8 日上午，
在市区泰山路北段一
家爱心餐饮店，10
多名“小书法家”为
市民免费写春联和

“福”字。

本报记者 潘丽亚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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