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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妻携手打拼 共创幸福生活

开栏的话：

“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2018年新年
贺词中讲的这句话，揭示了新
时代创造人民美好生活的基本
路径，激发起全党全国各族人
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建
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信心
和决心。

本报即日起开设“新时代
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专栏，
报道身边普通人为幸福生活而

“撸起袖子加油干”的动人故
事，展示人们不断进取、追求
幸福的精神风貌，凝聚起攻
坚克难、奋发向上的磅礴力
量，以奋斗的姿态，开创美好
未来。

□文/图 本报记者 张晓甫

一家只有 10 多平方米的早餐店，
默默无闻地在市区嵩山路上坚守了6年
多。这家早餐店叫“刘记蒸碗豆腐
脑”，经营该店的是一对中年夫妻：丈
夫冯四化，中等身材，今年 40 岁；妻
子刘娜今年 39 岁。“俺家是老婆当家，
所以以老婆的姓作店名。”冯四化告诉
记者。

在漯河开早餐店6年

“来一碗咸豆腐脑，两元钱的小油
条。”“一份烧卖打包带走。”……早上8
点多是早餐店客流量最大、最繁忙的时
候，冯四化在操作间不停地和面、切
块、下锅，焦黄的小油条在油锅里翻
腾，散发出诱人的香味。忙碌间隙，冯
四化告诉记者，2012年他从登封老家来
到漯河，办了这家早餐店。“当时房租
一个月不到 700 元钱，现在已经涨到
2500 元了。”刘娜一边给客人找零钱，
一边从蒸箱里取出一碗碗蒸豆腐脑。

“这些食材都是自己做的。”刘娜指

着旁边一排调料告诉记者，每碗豆腐脑
算下来只挣5毛钱左右。记者顺着她指
的方向看去，七八只小碗里盛放着切碎
的咸菜、芝麻酱、蜜枣等。每取出一
碗豆腐脑，刘娜都会根据客人的要求
往碗里放调料。

“蒸豆腐脑”这种类型的早餐店在
漯河不多见。“这个店我光顾好几年
了，早上起来第一站就是这里。”市民
冯晓华在市区辽河路丹尼斯上班，是这
家小店的常客。“蒸豆腐脑口感嫩滑，
价格又便宜，老板两口子也很实在。”
冯晓华等人告诉记者。

希望能在城里买套房

“早餐店利润很薄，坚持下来的原
因主要是孩子和妻子的支持。”冯四化
说。

6 年 来 ， 冯 四 化 两 口 子 相 濡 以
沫、互相扶持，用自己勤劳的双手创
造着充满希望的生活。

冯四化告诉记者，现在凭营业执照
就能把孩子们安排到早餐店附近的学校
就读。他们的女儿冯晓宇今年 15 岁，

在距离早餐店很近的漯河五高初中部上
学，10岁的儿子则在郾城区实验小学读
书。

“早上 4 点多爸爸妈妈就要起床准
备一天的食材，我就在家里照看还在睡
梦中的弟弟。”趁着还没有开学，冯晓
宇就来店里帮忙，一会儿收拾客人留下
的碗筷，一会儿帮妈妈给客人端蒸豆腐
脑。冯晓宇告诉记者，她每天8点前要
喊弟弟起床，催促他穿衣、洗脸，然后
带着弟弟从白庙村租住的民房里来到早
餐店，帮父母打理生意。

冯四化在漯河做了几年生意，也懂
得了什么是学区房。“要是在农村老
家，孩子肯定上不了城市里的好学
校。”冯四化说，现在他在白庙村租住
的房子每月缴纳200多元的房租。房东
得知他是外地来的，看他也十分实在，
这几年一直没有给他涨房租。

“我们再干几年，就在漯河买套房
子，有个真正属于自己的家。”上午10
点，店里的客人慢慢少了，冯四化这才
从蒸箱里端出一碗豆腐脑，坐在饭桌前
吃起早餐来。

□本报记者 吴艳敏
潘丽亚

寒假即将结束，不少家长犯了
愁：一个假期下来，孩子成了手机
控。到底该如何控制孩子玩手机？ 2
月28日，记者对此进行了采访。

寒假里孩子玩手机上瘾

刘女士的女儿今年 7 岁。寒假
里，每天只要写完作业，孩子基本上
都是拿着手机玩游戏。“就是吃饭的
时候手机也不离手。”刘女士告诉记
者。

“春节放假的几天里我们回农村
老家过年。老家没有WiFi，从老家回
来后，我发现手机的流量超出了2G。
从那以后，我就不让她玩了。不给她
手机她就哭闹，爷爷奶奶、姥姥姥爷
心软，都拿出手机让她玩，弄得我为
此还和老人们生气。”刘女士说，她
在家里时会控制孩子玩手机的时间，
但她外出或上班时，老人就管不住孩
子了，孩子拿着老人的手机不停地
玩。“刘女士说，即将开学，看着女儿
天天玩手机，她担心孩子开学后的学习
受影响。

转移孩子的注意力

随后记者采访了一些家长。市民
王先生告诉记者，她女儿萍萍 6 岁，
马上就要上小学了，前段时间也一直
闹着玩手机。王先生说，手机里的小
游戏对孩子的吸引力太大，他担心孩
子一旦沉迷于手机游戏和动画片，会
减 少 户 外 活 动 的 时 间 ， 变 成 “ 宅
童”。王先生不让女儿玩自己和爱人
的手机，而是给女儿网购了不少图
书，并定期带女儿出去游玩、看电影
等，每天都有新鲜事可做，女儿就不大提
起玩手机的事了。

让手机成为“管理工具”

家住市区嵩山路的靳女士也遇到
了类似问题，但她把手机变成了“管
理工具”。她向儿子提出，手机可以
玩，但要有节制，并要遵从家长的约
定，否则就不给玩。“寒假里按时完
成当天作业，可以玩一小时手机游
戏”“如果吃饭挑食或不吃饭，当天不
能玩手机”……这些约定虽然有“要
挟”的意味，但这招对孩子却“屡试不
爽”。

对此，召陵区实验小学的史馥霞
老师建议家长，应限定孩子每天使用
手机或者电脑的时间，一般不应超过
两个小时；同时鼓励孩子多看书、多
与人交流，为他们创造良好的阅读空
间，培养其独立思考的好习惯。此
外，家长要给孩子安排一些户外活
动，让他们多接触社会。

在市区某小学任教的王丽老师也
表示，父母应该给孩子做个好榜样，
不在孩子面前玩手机。另外，从小培
养孩子的兴趣爱好，减少孩子接触手
机的时间。

即将迎来新学期
帮孩子戒戒“手机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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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午10点，一直忙碌着的冯四化才有空闲坐下来吃早餐。

3月1日，市区下起了小雨，虽然有些冷，但是路边的花儿
已经开放，春的气息扑面而来。 本报记者 杨 光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