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晚上8点，天黑了下来。在桐柏路与航海路交叉口
附近的夜市里，李芳芳正在打理自己地摊上的货物，对
于记者“白领”的称呼，她有些不好意思。

“摆地摊只是为了体验自己当老板的感觉，不挣
钱！”26岁的焦作女孩李芳芳4年前从郑大毕业，应聘到
西郊一家公司从事电子产品销售工作，白天上班、晚上
练摊成了她3年来一直重复做的工作。

李芳芳的地摊在整个夜市的最南头，位置不太好，
这也直接影响了她的收益。她告诉记者，夜市里的销售
情况并不好，因为很多人都是冲着买便宜货的心理来的，
砍价厉害，每天挣30~50块钱就不错了。“现在地摊不比
谁的吆喝声大，而是看你的货是不是物美价廉。”她说，地
摊货既要便宜又得讲质量，不然第二天别人找上门就麻
烦了，所以自己宁愿卖的少些，也不卖质量差的产品。

相比每月 5000 元左右的工资来说，地摊的收入可
以忽略不计，但李芳芳却一直坚持着，她说，练摊最重要
的不是挣钱，而是丰富自己的生活阅历，从进货摆摊到
销售，这些环节能让自己熟悉社会的方方面面，为将来
创业打下基础。

夜市里熙熙攘攘的人群多以中老年顾客为主，这让
李芳芳地摊里出售的“苹果”手机套、太阳能充电器等比
较“潮”的物品难觅买主。李芳芳对此也不在意，她一边
打量过往的人群，一边用手机在淘宝上和客户聊着天。

“我的淘宝网店开得有些晚，现在还不到一钻，如果
能冲钻就好了。”和很多“80后”女孩一样，李芳芳一直梦
想着有朝一日能自己创业，开一家属于自己的小店。而
现在很多的“李芳芳”都在用先练摊后开店、先开网店再
开实体店这样的方式追逐着自己的梦想。

本报记者 覃岩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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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话语调柔和，笑容真诚亲切，如约见到麦素
琴，是在郑州市第三十七中学装扮温馨的心理咨
询室里。正是大课间时间，五六个孩子围着这位

“80后”校园心理辅导老师，热烈地讨论着筹划中
的心理剧社团。

“我们想尝试组建一个心理剧社团，把孩子们
平时在学习、生活、交往中遇到的种种冲突、烦恼
和困惑作为题材，编排成校园心理短剧，让孩子们
参与进来，从发生在自己身边的事儿中，体验心理
上的细微变化，领悟其中的道理。”麦素琴在师范
学院学的是心理学专业，从 2007年进入三十七中
并担任校园心理辅导老师起，她就成天和一群十
多岁的孩子打交道，琢磨着如何帮助孩子们健康
快乐地成长。

麦素琴把工作排得很满。每天与不同年级的
班主任交流探讨，了解孩子们的学习生活情况；每
周二下午45分钟的交流开放课堂，听听孩子们的
烦心事，哪怕仅仅是几句牢骚和抱怨；每年6月份
的毕业班考前心理辅导；不定期的心理问卷调查；
约谈学生家长……她的办公桌上码放着一摞心理
学方面的书籍，得空就拿起来翻阅。

大人要学会蹲下身来看看孩子们的世界，试
着去了解孩子们在想些什么。多年的心理辅导工
作，使得麦素琴烦恼着孩子们的烦恼，快乐着孩
子们的快乐。有一次跟一个父母离异的小男孩
谈心的情景，让她记忆犹新。“小男孩的父母分别
再婚组建新的家庭，并又有了孩子，他自小跟爷
爷奶奶长大，因为爱的缺失而变得叛逆。”她说，
通过交流得知男孩做出一些出格的行为，只为吸
引大人的关注时，她特别痛心。心理辅导不是立
竿见影的事情，这个工作有时会被人质疑，她也有
力不从心的时候，希望能够得到更多家长的配合
和社会的理解支持，共同为孩子健康成长营造宽
松环境。

在麦素琴心里，看着孩子们快乐地成长就是
最大的欣慰。她告诉记者，孩子们成长的道路上
会有很多的陪伴者，而自己只是其中微小的一个，
期望着因为自己的存在，能让孩子们前行的步伐
更轻快些。

本报记者 赵文静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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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变迁，社会进步，女性工作理念、

工作状态、就业领域和精神风貌也在与时

俱进。三八节前后，本报记者兵分多路探

访工作在不同岗位上的都市新女性，聆听

她们鲜为人知的故事，感受她们在生活中

积淀下来的智慧，体味她们独特的风采。

她们巾帼不让须眉，成为绿城一道亮丽的

风景线。

3 月 8 日 13：45，21 岁的四川姑娘辛雪
梅熟练地换上宝蓝色“美人鱼”表演服，戴
上潜水镜，拖着长长的鱼尾裙摆静候在郑
州海洋馆海洋剧场表演台前，等待着跃入
水中。14：00，人鱼公主和青蛙王子表演正
式开始。扮演青蛙王子和魔王的小伙子刘
新军和高星纵身跳入水中，开启这个美丽
童话的序幕。随着剧情进展，5分钟后，辛
雪梅也潜入水底，在观众的赞叹声中认真
表演着。

看他们表演时，记者与换场休息的另
一条“美人鱼”扮演者——郑茜开始了对
话。今年 25岁的郑茜来自开封，在这个岗
位上已工作两年多了 。“刚开始时，我不怎
么会游泳，后来不但学会了游泳，还学会了
潜水。我们在水下表演是不戴氧气瓶的，
这就需要长时间憋气，一般一个表演场景
要憋气40秒左右，这可是个硬功夫。”郑茜
眉清目秀，个子高挑，很符合“美人鱼”的要
求。她告诉记者，平时一天要表演4场，春
节、国庆节等节假日要加演一场，每次表演
从下水到表演完毕沐浴更衣需要半个小时
左右，这样一整天她们的头发都是湿漉漉

的。为了不给“海底世界”鱼儿的生活环境
带来污染，她们基本不用化妆品，一贯素面
朝天。

在“海底世界”，与豹纹鲨、魔鬼鱼等翩
翩共舞，应该很有意思吧？面对记者提问，
郑茜娓娓道来：“刚开始皮肤接触到海龟、
豹纹鲨等海洋生物时，还真有点害怕，因为
它们的皮肤很粗糙。后来慢慢熟悉了，就
习惯了。”她还跟记者讲述了一次难忘的经
历：有一次，郑茜正全神贯注表演着，没想
到一只大海龟正在她头顶上，等她用力向
上游动时头突然顶到了一个东西，原来是
大海龟的腹部。

20分钟后，辛雪梅和伙伴刘新军、高星
都浮出了水面。已习惯于下水表演的他
们，简单沐浴后换上衣服，坐在休息室看起
书来。除了表演，空闲时他们还负责潜入
水中清洁水底杂质，为海洋生物营造清新
自然的环境。“我们非常喜欢和鱼儿‘亲密
接触’，因为大自然是我们永远的朋友。”几
位热爱海洋的年轻人吐露着心声。一个多
小时后，又一场精彩的表演在等待着他们。

本报记者 成燕 文 李焱 图

宁静的茶室、青烟袅袅的香炉、古色古香的
桌案、悠扬的乐声，茶艺师优雅地沏出一杯热茶，
端起茶杯享受茶香带来的舒心感觉时，都市人疲
惫的身心和紧张的神经会逐渐放松下来。随着
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品茗休闲、饮茶养身者越
来越多，而且越来越讲究茶文化和茶艺术，茶艺
师这个职业成了时尚、雅致的代名词。

“茶艺，简而言之，就是如何泡好一壶茶和
品味一杯茶。一位好的茶艺师要识得好茶坏
茶，泡得好茶，讲得好话。”早春的午后，国香茶
城的一家茶叶店里，记者和高级茶艺师吕中源
攀谈起来，茶本自然，泡茶、品茶就是人与自然
的对话与交流，喝茶的过程中不仅能让我们感
受到茶的“色、香、味、形”带来的愉悦，更能以茶
悟道、修养身心，感受传统文化精髓带给我们的
心智启迪。

结识吕中源已是几年前的事了，当年这位温
润、宁静、一身和气的姑娘还是北茶城一家茶叶
店的店员，每次到茶城喝她泡的茶，总让人温暖，
这位小姑娘的敬业精神和亲和力给记者留下了
深刻的印象，从她身上让人感受到中国茶文化的
包容。近日在国香茶城再次见到吕中源时，昔日
的小姑娘已成长起来，去年年底晋升为这家茶叶
店的经理。平日里除了给客人泡出每一杯茶外，
300多平方米的茶叶店里里外外的经营和管理都
需要她打理。

“茶艺是茶文化的重点，融合茶道精神、中华
文化，以及综合展现中国茶的礼仪、健康和交往
方式。”吕中源向记者讲起了茶艺师的由来，“古
代称茶艺师为‘茶博士’，即煎煮茶、奉茶者，据载
起源于晋代，经历代改进，从内容到形式都得以
充实和提高，我们可以通过茶感悟茶艺，这种茶
艺不是泡茶时的繁文缛节，而是指向人内心的一
种典雅、清静、高洁的中国艺术之美。”

本报记者 张丽霞

“美人鱼”的水下生活

张博士也没有想到，人到中年，多年
从事科研工作的自己，竟然做起了生意，
而且是专为国内消费者代购国外商品的
跨国生意。

2005 年，在国内取得博士学位后，张
博士来到新西兰奥克兰的一家大学做科
研工作，一家人随后在这里定居下来。随
着国内居民越来越富裕，对国外食品的消
费需求逐渐增多，她的生活也多了一项新
内容——为国内的亲戚朋友代购邮寄商
品。2011年4月，在众多朋友的鼓动下，张
博士的淘宝小店开张，所售商品以新西兰
奶粉为主，同时兼营儿童辅食及其他，国
外代购生涯自此正式开始。其间，有忙
碌、辛苦，也有乐趣。

与国内不同，新西兰的奶粉只允许在
大超市卖，而大超市往往几十公里才有一
家，而且对婴幼儿奶粉实行限购，每个群
体或家庭每天最多可买3桶。“可比在国内
麻烦多了。”张博士说。

从象牙塔里的知识人，转而跻身商海，

张博士也经历了一段转型的混乱期，要配
中文说明，要学习商品包装的技巧以应对
数万里的旅程，还要给买家解释到货慢的
原因等，她在摸索中一一学习、适应着。为
了保证不出错，她给商品都做有特殊标记，
如在奶粉罐底刺上收货人的名字等，并且
一再提醒收货时要先验货再签字。

作为两个孩子的母亲，要做好本职工
作，要做家务、照顾孩子，忙碌自是必然。
穿越千山万水在异国安家的经历，也练就
了她麻利干练的作风，这种性格气息浸透
她的字里行间。小店首页，她关于身份证
明、邮寄说明、开店初衷、商品介绍等，文
字言简意赅，流畅凝练。通过 QQ 与博士
交流，文字在屏幕上跳动，她爽朗的笑、风
风火火的样子总能跃然而出。

开店不足一年，她的商品已经由最初
的婴幼儿奶粉扩展到婴幼儿用品、辅食、
零食、女性美容护肤品、食品、保健品等。
客户也增加到数百个，几乎全是亲戚的朋
友、朋友的朋友。 本报记者 侯爱敏

美甲犹如女人的第二张脸。有人说：看一个女人有
无自信就看她脸上的妆容，看一个女人是否精致就看她
的指甲。美甲师现在已成为都市最时尚的职业之一。

记者来到黄河路服装市场里面的一家美甲店，还没
走到门口，就听到从店里传出来一阵阵的笑声。美甲师
小杜热情接待了记者，她说：“这些都是老顾客了，她们
经常来做指甲，所以很热闹。”

这间不到 10 平方米的美甲店里琳琅满目，右边的
架子上放着一排排色彩各异的指甲油，左边是各种相关
的美甲用品，中间四张桌子一字排开，上面整齐地摆放
着美甲所需的工具，可供4个人同时做美甲。小杜正在
给一位顾客做光疗甲。她说：“除了纯色的甲油和雕花
外，光疗甲在这几年一直挺热门的，很多甲油涂上一个
星期就掉了，而光疗做一次能保持一个月左右，而且色
泽鲜亮。年轻女孩儿一般喜欢选择纯色，而年纪稍长一
些的则多选择华丽一点的，会显得很端庄、有气质。”

做一个好的美甲师并不容易，也是个技术活，小杜
她们四人中最久的已经干了5年以上。“美甲看似容易，
其实也是一门艺术。每一套指甲做下来需要很多工序，
一点都马虎不得，想要收获美丽，得用心才行。”雕花是
美甲中最难的，有内雕、外雕，还有透雕和圆雕，一个细
小的雕花针就如同画家手中的画笔，方寸之间精彩无
限。有时一双手做下来得两个多小时，为了练手艺，她
们平时就在手模上练习，偶尔也互相做美甲。

说起美甲师的辛苦，小杜笑笑说：“美甲师工作起来
经常一整天都不能动，晚上一站起来，包括手在内全身
都是酸的。这也没啥，只有让顾客满意我们就高兴了。
我现在很享受给客人美甲的过程，每完成一双手心里都
觉得很满足，而且把指甲做得漂漂亮亮的，无论是客人
还是我们，心情都会变得很好。”

本报记者 王文霞 实习生 李乔

三八节当天，记者来到位于大上海城的昭元爱贝贝
快乐城，见到了引逗师皮皮和小慧（化名）。清秀的面
庞，让人丝毫看不出小慧已经是一个 3 岁女孩的母亲，
皮皮则人如其名，谈吐中常露小俏皮。皮皮和小慧都有
做引逗的经历，皮皮做了一年多之后晋升为摄影师，而
小慧从事专业引逗工作已经 4 年，是公司特级引逗师，
经常给其他引逗师做培训。

皮皮和小慧告诉记者，每天跟孩子在一起，心情舒
畅，尤其是看到孩子们笑的时候，自己也是发自内心地
快乐。来拍照的孩子从出生满月到12岁都是需要引逗
的，只不过引逗的方式方法不同而已。每次拍照前，摄
影师、助理和引逗师会针对每一个孩子的年龄、性别、性
格、衣服、场景等进行一对一的沟通，而引逗师的工作就
是在拍照前用最短的时间跟宝宝互动，让他们微笑。

作为引逗师，皮皮和小慧感到最欣慰的莫过于小孩
子的信任和家长的认可。小慧记得有一次，一个冬天出
生的宝宝来拍百天照，因为天冷不经常出门，孩子很认
生，有四个大人陪同，工作人员也比较多，孩子又哭又
闹。家长烦了：“你们都出去吧，只留摄影师一个人就可
以了。”小慧很理解家长的心情，但她也深知，家长逗出
来的孩子的眼神跟摄影师的要求是不一样的，所以她留
下了。拍第一套的时候，小慧只是旁观，拍第二套的时
候，她主动上前引逗孩子，结果比家长引逗拍得更快更
顺利，并得到他们的认可。小慧说，因为她知道百天的
孩子在睡醒后的三十到四十分钟内状态最好，如果她不
介入，一直这样拍下去的话，孩子累，家长也累。

从跟皮皮和小慧的交谈中，记者感受到的是她们极
易感染他人的快乐，眼神里发出的光是主动的、积极的、
极富亲和力的。她们说，这是工作带给她们的财富，能
跟小孩子每天在一起欢乐是上天赐予她们的幸福，她们
很享受这份工作。

很多人都希望自己永远不要长大，永远停留在那个
被人呵护、被人疼爱的年纪，引逗师就是曾经帮助我们
把天使般的笑容和记忆珍存下来的人。长大后，你不一
定会记得她们，但是，此刻，我们要记住她们，一群用爱
和用心去引导快乐的人。 本报记者 宋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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