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婆媳相处有道 日子和和美美

□文/图 本报记者 朱 红
见习记者 党梦琦

从古至今婆媳关系一直是个难
题，马喜梅和吕贺霞婆媳俩，不管是
在生活中还是在工作中，都相互理解
相互支持，日子过得和和美美。7月 9
日，记者采访了她们。

生活中常记对方的好

家住市区泰山路沙河桥南的马喜
梅今年 71岁，一头卷卷的黄发，精神

矍铄，是个直言直语的“小老太太”。
吕贺霞今年 38岁，干脆利落的短发，
一直笑眯眯的。两人在交谈时偶尔还
会“互怼”一下，相处模式着实令人
羡慕。

2002年，马喜梅的儿子结婚，经
过一段时间的磨合，相互之间脾气也
都摸透了，马喜梅发现儿媳妇吕贺霞
接人待物很得体，对家里的亲戚也都
很热情。

“我妈今年 97岁，隔一段时间媳
妇都会说‘妈，我想俺姥了，我去看
看她’。”马喜梅说，“她能让我感觉到
心里有我，我能不喜欢吗？”

“看看，漂亮吧。”谈话间，马喜
梅伸出手，向记者展示她手上带着的
钻戒，“每次人家看见都说‘你这老太
婆还戴个钻戒，老洋气了啊’，我都骄
傲地说‘我媳妇给买的’。”

吕贺霞以前在幼儿园做老师，有
时候下班了还要留在园里开会，但有
婆婆在家照顾着女儿做后勤，吕贺霞
即使晚回家也很放心。“我闺女小时候
都是婆婆照顾，有时候孩子生病了，
为了不让我请假、安心上班，都是她
自己抱着上医院。”

吕贺霞说，为了让女儿在沙北上
学，2010年左右，她和老公拿出积蓄
买了一套房。那时候，吕贺霞的爸爸
突然得了肠穿孔，需要住院做手术，
医生通知要交 2万元住院费。“当时手
里也没啥钱了，总共带了几千块钱去
医院。婆婆听说后，没等我开口，就
拿出钱让我去医院缴费，说看病要
紧。”

“其实俺婆婆对自己很‘抠’，有
时候相中个衣服，稍微贵点都舍不得
买。所以有时候我看见啥了就会想着
给她买。”吕贺霞说。

婆媳相处要相互理解

“其实婆媳相处，要相互理解，相
互体贴，不能总是挑刺。”马喜梅说，

“俗话说，想要公道，打个颠倒。我自
己也有闺女，设身处地想一想，你想
让自己闺女在婆家受啥样的待遇，你
还能对自己的儿媳妇不好吗。”

如今，婆媳二人共同经营着一家
舞蹈学校，不管是在工作上还是在生
活中，马喜梅和吕贺霞都相处得特别
好。遇到事情，两个人都是相互商量
着来，谁说的对听谁的。什么事情都
说到明处上，没有那么多弯弯绕绕。

“婆婆比较好强，舞蹈学校招生时
候，她经常急得睡不着觉，我就经常
开导她。有时候我遇见工作上的瓶颈
了，婆婆也会开导我‘慢慢来，不要
着急’。我老公说话不好听，俺俩生气
了，婆婆都是站到我这边、给我撑
腰。有这样的婆婆是我的幸运。”吕贺
霞笑着说。

吕贺霞告诉记者， 她和婆婆有一
个共同点，就是“有啥说啥，说完不
记仇”。生活中总不免会有些小摩擦，
但两个人沟通后，这件事就算是过去
了，两个人相处起来很轻松。

闲暇之余，马喜梅一家人会一起
出去旅游，一起做公益，生活幸福美
满。2018 年 3 月，这家人还被评为

“漯河市文明家庭”和“郾城区最美家
庭”。

本报讯（记者 陶小敏） 小到一本旧
书、一个旧玩具，大到旧家电、旧车
子，都可以进行相互交换，使闲置的二
手物品找到新主人。为了帮助大家解决
这个烦恼，从即日起，漯河晚报“换物
平台”正式上线。

“生活节奏日益加快，生活用品更新
换代也越来越快。随之而来，每个人身
边都有一大堆闲置不用的物品。这些物
品该怎么处理？扔了吧，之前花钱买来
的，可惜。不扔吧，利用率不高甚至不
用，留着占地方。咋办呢？”一些市民向
本报记者吐槽说，家里的闲置物品越堆
越多却不知道怎么利用。

现在好办了，赶快加入漯河晚报
“换物圈”吧！为了让大家手中的旧物利
用起来，漯河晚报微信公众号开辟了

“换物圈”栏目，旨在为广大市民提供一
个闲物置换平台，节约资源，传达勤俭
节约的优良传统美德。

闲物置换遵循平等自愿原则，互通
有无，置换活动大致采取价格相近互
换、置换双方相互协商置换、物品折价
等方式进行，分为线上线下两部分进
行。

线上即在网上开展，您只需要关注
“漯河晚报”微信公众号，搜索点击“换
物圈”即可发布和浏览闲置物品信息，
如果您相中了换物圈内其他网友发布的
信息，可以直接与其他网友联系。

此外，线下互换活动我们将与我市
各社居委联合，在各个社区定期举办。

如果您有闲置物品，不妨找出来，
并且打电话17639509073告知我们的工作
人员，我们会对您的物品进行简单登
记，之后确定互换地点和时间后再通知
您。比如，暑假到了，如果您想处理一
下孩子闲置的玩具和图书等，不妨关注
一下哦。

如果您对闲物置换有好的建议和做
法，也可以告诉我们。闲物置换，让您
的闲置动起来，让您的生活更精彩。

漯河晚报
“换物平台”上线

本报讯 （记者 朱 红 见习记者
党梦琦）“谢谢敬爱的漯河出租车司机
朋友们！你们的善行，是漯河文明的
体现，你们的义举，是出租车团队的
风貌……”7月 9日下午 5点，市民张
先生和家人一起，将一封感谢信和 3
面锦旗送到了市客运办，感谢出租车
师傅合力帮忙找回了自己的孩子。

7 月 10 日上午，张先生告诉记
者，他家孩子今年16岁，7月2日下午
2点左右，因与家长发生矛盾而离家。
他和亲戚找遍了市区大街小巷、网
吧，均没有找到孩子，无奈之下拨打
110报警。到 7月 3日凌晨，张先生和
家人仍然没有找到孩子，此时孩子离

家已经超过 13个小时，孩子母亲精神
几近崩溃。

正当家人焦急无奈时，7月3日凌
晨 3点多，张先生接到一个出租车司
机打来的电话，说在市区黄山路北段
附近见过孩子，让张先生赶紧过去
找。在前往黄山路的路上，张先生又
得知几位出租车司机已在黄山路与嫩
江路交叉口附近找到了孩子。

参与找人的出租车司机陈英俊告
诉记者，7月 3日凌晨 2点多，他开车
行驶至市区 107 国道与汉江路附近
时，一位十六七岁的男孩上了车，说
要去机场。陈英俊感觉大半夜的一个
孩子去机场有点不对劲，便说你家在
哪我给你送回去吧，孩子没同意，并
在海河路西段下了车。

“等我拉着乘客走到泰山路加气站
附近时，又看见这个孩子在路边拦
车。”陈英俊说，“其间我一直在电台
里跟其他司机沟通，好几位司机师傅
都说这个孩子坐过他们的车，一位司
机师傅问了孩子特征，说好像他家人
正在找这个孩子，要不打110问问。”

陈英俊立即与市 110 指挥中心核
实，确认很可能就是那个离家出走的
孩子后，便通过警方获悉孩子家长的
电话，一边和孩子家长取得联系，一
边在孩子出现过的路段帮助寻找。出
租车电台指挥中心也连续播报孩子的
体貌及穿着，让出租车司机多留意。

凌晨 3点多，在附近的出租车司
机宁楠在电台里说，孩子坐上了他的
车，在市区黄山路与嫩江路交叉口附
近。陈英俊便又跟孩子家长打来电话
告知情况，并和在附近的另一辆出租
车司机刘斌一起，带领着孩子家长前
往现场。

“给他们钱也不要，喊他们好几次
请他们吃饭也回绝了，说都是应该做
的。我就想着做个锦旗、写个感谢信
来感谢他们，谢谢广大的出租车司机
的帮助。”张先生激动地说。

陈英俊、宁楠和刘斌都说，看到
孩子平安回家，比什么都好。当天晚
上好多出租车司机都在电台里想办法
帮忙，漯河出租车司机就是要传播正
能量。

16岁少年离家出走 出租车司机帮找回

漯河晚报微信公众号上的“换物圈”。

马喜梅马喜梅（（右右））和儿媳吕贺霞一起跳舞和儿媳吕贺霞一起跳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