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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篇“小城往事”缕缕思念之情》后续

这位理发师 真是热心肠
□文/图 本报记者 陶小敏

在源汇区五一路社区，有一名理
发师，他叫黄小六。常年来，他以热
情的服务、精湛的技术赢得了社区居
民的认可。谁家有老人不能出门，或
者有居民生病住院不能理发，他都会
带着工具上门服务。此外，他还常义
务为社区的孤寡老人和贫困户理发。3
月20日，记者对他进行采访。

从事理发35年

黄小六在五一路社区前进巷开了
一家理发店，记者走进理发店，店里
的陈设一看便有些年头，黄小六正忙
着给一位邻居剪头发。黄小六笑着
说，他家就在前进巷住，这间理发店
已经开了21年。

黄小六今年 50 岁，出生于 1968
年，1983 年辍学后，黄小六跟随哥哥
开始学理发的手艺，之后还去郑州和
西安等城市学习。1995 年，黄小六回
到漯河，他在乡镇企业中专 （漯河职
业技术学院前身） 开了一家理发店，
1997 年，为了方便照顾家庭，他将理
发店开在了家门口附近，在这一干就
是21年。

“每天都开门，刮风下雨可能会开
门晚点关门早点。”黄小六说，他家距
离理发店步行只有五六分钟的路程。

崔军成是黄小刘的老顾客，在黄
小六这里理发已经10多年了，他家离
前进巷有近一小时的车程，但他每次

理发还是愿意到黄小六这里。
“我们早就成为朋友了，来理发就

是来聊天，他技术好，价格也不贵，
剪发刮脸才 8 元。”崔军成告诉记者，
这里是他的定点理发店。

附近几位老人告诉记者，黄小六
的理发店是他们常去的地方。

经常帮助邻居

黄小六告诉记者，理发店刚开张

时，剪发1块钱，加上刮脸就收1块5
毛钱，后来剪发刮脸涨到3块，现在男
士剪发刮脸8块，女士剪发5块，价格
是随着市场价及物价上调，但比起其
他的理发店，价格算是比较优惠的。

“都在这附近住，都是老邻居了，
不能要太多，顾住吃饭就行了。”黄小
六笑着说，他一个月收入 2000 元左
右，但这对他来说就足够了，他从没
想着挣邻居们的钱，有时碰到社区的
困难老人，他还会义务为老人剪发，
分文不取。

“我老伴儿偏瘫没法出门，到剪头
发的时候，我一喊小六他就来了，我
老伴儿满意得很。”家住韩家巷的黄大
妈告诉记者，附近的居民谁家有老人
不方便出门，都会找黄小六上门剪发。

黄小六告诉记者，除了上门为不
方便的老人剪发，他还经常去市区一
些医院为生病的顾客理发。

“给很多病危的人剪过头发，这活
儿有的理发师不愿意接，有的是干不
了。”黄小六说，只要有顾客找上门，
他都会尽量满足顾客的需求。为这些
顾客剪发，他并不会多收钱，这也为
他赢得了好口碑，不少他服务过的顾
客，病好之后还买东西来感谢他。

五一路社居委主任李爱红告诉记
者，黄小六是社区里的热心人，多次
为社区孤寡老人和贫困户免费理发，
但事实上，黄小六自己也是贫困户，
家里还有一个智障妻子和两个孩子需
要照顾。“社区就是因为这些人才显得
温暖。”李爱红说。

源汇区五一路社区前进巷

本报讯 （记者 杨 光 实习生 李
潘） 3月13日，本报04版报道了95岁退休
教师赵新志，虽然身在天津，但随着年纪
的增加，越来越思念家乡漯河，她以“小
城往事”为题，频频在网上发表思乡文
章。报道通过本报和本报新媒体传播后，
引起了网友的广泛关注。不少网友在本报
新媒体平台留言。

有网友说，老奶奶身在天津，却时刻
牵挂着家乡。沙澧河畔是她的根，年纪越
大，就越忘不了年轻时奋斗和生活过的地
方。作为教师，老人家的艺术造诣很高
深，尤其还在学习使用电脑和微信，这种
活到老学到老的精神感染着我辈青年。

网友“阿蛮妈”说，作为一名受降
路小学的毕业生，一个曾在沙河畔居住
多年的漯河人，一个在外工作回老家次
数越来越少的人，看了此文热泪盈眶。
非常怀念老家的老师，祝愿赵奶奶身体
健康，她老人家梦中的漯河越来越美。

3月20日，记者联系了赵新志老师，
她说已经看到了本报的报道和网友们的留
言，还有教过的学生和她取得了联系。

“我曾经教过的学生高小娟和我联系
说很想我。”赵新志高兴地说，以后和漯
河的交流会更多，心里很高兴。

赵新志的四儿子徐建新说，看了漯河
网友的留言很感动，在他童年记忆中，母
亲早上天不亮就去学校备课，每天下午放
学，都会带回家几名学生，一边做饭一边
给这些学生补课。

“在我上三年级的时候，母亲有一次
感冒发烧，打针后大腿处发炎了，烂了一
个洞，每天要换药，但她怕影响教学，就
找大夫要来药和药棉，天天让我给她换
药。”徐建新说，母亲当时说快考试了，
一休息学生的心就散了，就这样强撑着。
他和兄妹几个，在母亲身上学到了很多做
人的道理。

万祥街小学教导主任谷灵枝告诉记
者，学校一直积极和赵新志老师联系，让
她了解学校的发展和漯河的变化。

“我们建的有教师退休群，把赵老师
也拉了进去，我们正在制作学校发展历史
的照片，准备发给赵老师。”谷灵枝告诉
记者，学生们也准备以班级为单位，录制
一些视频，向赵老师问好。

□本报记者 姚晓晓

3 月 19 日，网友“唯一”在微信
朋友圈发消息称：“学校门前的这条
路，接孩子的车从来不排队，横七竖
八，每天不仅堵车，还‘堵心’，有时
还会和学生家长发生矛盾，住学校对
面，觉得很糟心。”

3 月 19 日下午，记者采访到了网
友“唯一”周女士。周女士家住市区
交通路南段龙腾馨园小区，小区对面
就是交通路小学。

“每天我上下班的时间和学校上学

放学的时间差不多，每天出门上班堵
车，下班回来堵车，学校门口的小摊
已经摆到我们小区门口了，短短一百
米左右的路程，每天开车回来都要用
一二十分钟。”周女士说。

下午 5 点 10 分，记者来到交通路
小学附近，正值放学时间，学校门前
的这条路堵的水泄不通，电动车、自
行车等接送学生的车辆停放的横七竖
八，校门口卖小吃的摊位则就在学校
正门口摆放着，一些放学的孩子围在
小摊前。

“俺也住学校对面的小区，每天下

班遇见学校放学，就只能等车辆全都
出来后才可以通过，不然路就会彻底
堵死，有时一些家长的电动车就直接
横在路中间，为此俺小区的居民经常
和一些家长发生矛盾。”正准备回家的
居民张玉玲对记者说。

“学校门口的秩序太混乱了，接送
孩子的车辆也不排队，还有孩子在校
门口的小吃摊前乱跑乱窜，每天开车
从这里经过都心惊胆战，就怕冷不防
窜出来一个孩子没看到，希望学校和
有关部门能加强管理一下。”市民刘琳
说。

黄小六在为顾客剪发。

小学门前路 为何这般堵

老人和漯河
联系更紧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