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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三年来，这些商户每天为她留出一个空的停车位摆摊，她说——

“感觉就像亲人一样，心里很温暖”

□文/图 本报记者 齐 放
实 习 生 李博昊

在市区嵩山路灯具市场，每天一到
下午5点半左右，大门里面第一个停车
位都是空着的。即使有车停在那里，到
了这个时间点，车主也会主动把车挪
走。没有规定，这是市场商户们近三年
自发形成的一种默契。那么，商户们留
一个空车位究竟是给谁用的呢？这些说
来话长。

意外事故，丈夫一只胳膊致残

39岁的冯晓菊是许昌市襄城县颍阳镇
人，2004年与丈夫郭科帅结婚。婚后随着
两个儿子的出生，生活压力加大，夫妻两
人就在镇里经营一个小饭馆维持生计。

天有不测风云。2008 年秋季的一
天，郭科帅朋友的父亲去世了，他去帮
助料理丧事，没想到晚上骑车回家的路
上遭遇车祸。由于伤势严重，郭科帅后
来又转院至平顶山和许昌的医院治疗，
虽然脱离了生命危险，但右胳膊致残。

一场车祸，也彻底让这个家陷入了
困境。郭科帅为了治疗先后花去了20多
万元，大部分是从亲朋好友那儿借来
的。饭馆没办法继续经营，也转给了别
人。

为了生计，夫妻俩来漯做生意

2015年春节过后，郭科帅和冯晓菊
把两个儿子留给父母照看，带着简单的行
李来到漯河，准备跟亲戚学卖白吉馍。

白吉馍夹肉看似一个简单的活儿，
可是怎样把肉做得熟烂可口，肥而不腻却
不容易。好在郭科帅和冯晓菊以前经营过
饭店，有一些做饭的基础。经过一个多月
学习、摸索，两人终于能熟练地卤肉、烤
馍、夹馍。夫妻两人还增加了一个烙馍卷
菜的项目，为的就是能增加一些收入。

夫妻两人在市区大学路丁湾村租了
一间房子，安顿下来后，买了电动车和厨
具等，开始了新的生活。

做小生意有诸多艰辛，也许不去做
永远体会不到。只要天气条件允许，凌晨
4点半，冯晓菊就起床炒菜、和面，早上

6 点左右到市区文化路漯河高中附近摆
摊。忙碌到7点多，她又来到嵩山路机电
市场内，让刚打开店门准备营业的商户吃
上可口的早餐。到了上午10点，冯晓菊
不顾困乏和劳累，回到家中补充一下菜品
和烙馍用的面，12点之前再次来到文化
路漯河高中附近。

从早上起床一直忙碌到下午 2 点左
右，冯晓菊才疲惫地回到家中，简单地吃
些饭，然后午睡一会儿解除困意。

下午4点，体力和精神恢复得差不多
的冯晓菊和丈夫一起卤肉、做菜，准备停
当又骑上电动车，在下午5点半左右出现
在嵩山路灯具市场门口。

“有时刮风下雨我都来这摆摊，不是
为了多挣几个钱，因为这个市场的人对我
太好了。”冯晓菊说。

商户暖心，每天留下一个“车位”

让冯晓菊记挂在心、口中所念的商
户的“好”，记者刚见到她时就感受到
了。

10月14日下午5时30分，冯晓菊骑
着电动三轮车来到嵩山路灯具市场大门
口内侧。她的车还没停稳，旁边一辆白
色汽车上的男子就连忙对她说：“我把
车开一边，不影响你做生意。”

挪车的男子告诉记者，卖馍的大姐
天天在这儿，分量足又可口，大家每天
这个时候都会来这儿腾一个车位的地
方，让她营业。

冯晓菊一边感激地道谢，一边开始
了晚上的生意。刚把东西整理停当，市
场附近的商户就围拢了过来，冯晓菊忙
而不乱，有条不紊，一会儿工夫就让六
七个顾客满意离去。

商户张先生说，晓菊在灯具市场摆
摊时间长了，慢慢大家就熟悉了。有人
与她聊天时，得知了她家中的情况。于
是，只要晓菊一出摊，大家就心照不宣
地去买。有时自己不想吃，就买了给家
人或者朋友。

“每个人都有难处，她用自己的双
手和汗水挣钱，我们应该帮助和鼓励
她。”商户唐小姐说，“自从大姐在这摆
摊后，我都是买她的烙馍。”

采访中，很多商户不愿透露自己的
姓名，不过大家的心愿是一致的。大家
每天用买白吉馍和烙馍卷菜的方式默默
地支持冯晓菊。久而久之，灯具市场的
商户逐渐形成了一种默契，就是每天下
午5点半左右，市场大门里面第一个停
车位永远是空着的，为的就是给冯晓菊
留下摆摊的地方。

“漯河不但城市漂亮，人也很美。在
这里感觉就像亲人一样，心里很温暖。”
冯晓菊朴实的话中，满满的都是感动。

□本报记者 杨 淇

10月15日，网友“乐乐”在微信
朋友圈发帖称：“真的很无语，互相
让一下怎么了，车辆在小区堵了十几
分钟了。”

10 月 16 日，记者采访到了网友
“乐乐”刘女士。记者了解到，10 月
15日晚，刘女士到市区辽河路一小区
的朋友家做客。“当时我和朋友开车
一起去另一个朋友家吃晚饭，进入小
区后，我看到前面停了好几辆车，不
知道怎么回事。”刘女士说，等了一
会儿见前面的车辆还没有动，她和朋
友就下车查看情况。这才才发现，前
面有两辆车，一个要出小区，一个要
进，都不相让，前后好几辆车就僵在

了那。
“真的很无奈，旁边也有空地，

互相让一下都能过去了。”刘女士
说，当时还下着小雨，好几辆车都等
得不耐烦，在按喇叭，但是那两辆车
还是互不相让。

无奈之下，刘女士和朋友将车倒
出小区，停在了外面。刘女士说：

“我和朋友走到那两辆车旁边时，看
到保安在劝导两位车主。”

“保安最终说服了一位车主，要
出去的那几辆车在保安的指挥下慢慢
往后倒，让出了通道。”刘女士对记
者说，退一步海阔天空，如果两位车
主不赌气，也不会造成小区堵车。出
门在外遇到这种情况，都应该互相谦
让一些。

本报讯（记者 杨 光） 10月17日
上午，在源汇区空冢郭乡潘庄村一个
农业园中，一群幼儿园的孩子在老师
的带领下，来到田里挖红薯，学农
事。

兴高采烈挖红薯

10月17日上午9点半，源汇区空
冢郭乡潘庄村附近一个农业园中热闹
非凡，一群小朋友穿着校服，戴着太
阳帽，排着队兴高采烈地来到这里。

农业园里一块田内种植着红薯，
红薯秧绿油油的。带队老师首先向孩
子们介绍了挖红薯的方法，并做了示
范。扒开红薯蔓，用铁锹或者锄头刨
开泥土，然后再把红薯拔出。田地里
一片热火朝天，一些家长们也前来帮
忙，和孩子一起忙得不亦乐乎。孩子
们手里拿着小铲子有模有样地挖着
土，脸上洋溢着快乐的笑容。每当一
个大红薯从泥土中探出头来，就会引
起孩子们的一片欢呼。在挖红薯的间
隙，还有老师把红薯叶摘下来，做成
项链戴在孩子们的耳朵和脖子上。

家长李先生告诉记者，小时候经
常下地挖红薯，这些年搬到城市，已
经很久没有干过农活了，在城市出生

的孩子，连农作物都不认得。“能有
机会带孩子体验挖红薯，别有一番滋
味。”李先生说，秋高气爽，适合室
外运动，孩子在挖红薯的时候还能接
触大自然。

体验农事爱上大自然

重阳节是杂糅多种民俗为一体的
中国传统节日，出游赏秋也是不少人
参与的活动之一。在这个时期，让孩
子到田间地头体验农事，深受家长们
的欢迎。记者了解到，不少学校都开
展有类似的体验活动，孩子通过体验
了解到农作物的种植收获过程，以及
二十四节气和农事活动的联系。

“重阳节期间，正是红薯等农作
物收获的季节，气温也适合外出，也
是最好的秋游时期，去乡村看秋收，
体验农事，也是教育的一部分。”幼
儿园老师赵雪霞告诉记者，对于经常
面对高楼大厦的孩子来说，对“收
获”的理解只停留在书本上。通过齐
心合力挖红薯，体验劳作收获的喜
悦，释放了天性，从而爱上自然、喜
欢探索自然。家长也和孩子一起享受
了快乐的亲子时光，这样的活动也是
一次难忘的记忆。

两车互不相让 造成小区堵车

田间挖红薯 爱上大自然

孩子们在挖红薯。 本报记者 杨 光 摄

冯晓菊在忙碌冯晓菊在忙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