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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是一年“三八”妇女
节。今年的这个节日，让我
有点彷徨，也有点紧张。因
为过了今年，我离三十岁更
近一步了。

三十岁，曾经是那么遥
远、那么陌生的字眼。还记
得大学时，每到 3月 8日，同
学和好友发来“妇女节快
乐”字样的信息时，我都会
毫不犹豫地回复“这个节日
不属于我，我只过儿童节”，
因为我觉得自己还年轻，还
不应归入“妇女”的行列。
然而时间不等人，三十岁，
就在眼前了。

三十岁了，对于我来说，
是人生的一个阶段性总结。
孔子在《论语·为政》篇中说
过：“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
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
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
其中的“三十而立”，就是说
一个人到了三十岁的时候，
应该能够依靠自己的本领，
独立承担自己应承受的责
任，并已经确定自己的人生
目标和发展方向。

对于女人来说更是如
此，三十岁的女人就像一本
日记，有没有可读性取决于
它的内容而不是封面。

三十岁的女人要学会爱
自己。当你在年龄上没了优
势，当你的身材开始走样，当你的脸色开始失去光
泽，你还要爱自己! 每天你要把自己收拾得漂漂亮
亮的，出门的时候照着镜子给自己一个鼓励的、自信
的笑容。你要每天都看点书，充实自己是你三十岁
以后必修的课程。三十岁的女人，一定要活得快乐，
一定要有一个好的心情。

三十岁的女人还要爱家庭。家，是温馨的港
湾。没有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这样的女人其实
是很失败的。所以三十岁的女人要精心经营自己
的小家，关心自己的老公、疼爱自己的孩子、孝敬
双方的父母，扮演好人生交给你的每一个角色。
一个贤惠通达的妻子是男人所珍惜的，一个温柔
美丽的妈妈是孩子所需要的，一个孝顺懂事的媳
妇是公婆所喜爱的，你要尽可能地使自己成为他
们所不可以缺少的人，那么你在家中的地位就是
牢不可破的。

三十岁的女人也要爱自己的工作。现代的女
性，事业是其自信的资本，据说现在流行三Z女人，
即知识、姿色、资本，知识可以丰富你的内涵，姿色可
以让你光彩照人，资本就是你赖以自立的事业，不管
你做什么，即使你有一份只有几百块钱的工作，你也
要坚持做下来。

三十岁的女人，要做的事情还有很多，不过无论
做什么，宗旨是不变的，那就是让自己活得健康、快
乐、美丽！

初衷：丰富孩子生活内容

此次走进新郑市郑国车马坑景区，并不是
新郑绿野阳光亲子部落组织的第一次公益活
动。据了解，该QQ群自去年 5月成立以来，
举行了十几次丰富多彩的活动，吸引了不少关
注孩子成长、热心公益事业的爱心人士加入，
至今群里已有344名成员，都是新郑市孩子的
家长。

在该QQ群成立之前，群主墨颜（网名）、
如梦（网名）和群管魏老师（网名）、杜老师（网
名）就非常关注孩子的成长。“很多孩子一到
星期天，就沉溺于电脑、电视机中，家长也没
办法。我们很想让孩子们在绿色的原野上自
由自在地奔跑，从中体验与学校教育不同的
生活。”如梦说，他们就想建立一个 QQ 群将
一些公益活动的内容传递给大家，来弥补这
个不足。

当初成立时，群里只有 40个人。群主和
群管们想举行活动，但是害怕失败。终于在建
群一个多月后，他们决定“豁出去”尝试一下。

那时候正好赶上端午节，他们就以端午节为
主题，延伸出赛龙舟、插艾叶、吃粽子等一系
列与该节日相关的话题。孩子们都争相回
答，现场气氛热烈得让几个组织者都大吃一
惊，尤其是群主墨颜看到活动能取得出乎意
料的结果，她实在按捺不住自己兴奋的心情，
竟然激动地哭了。

群主如梦回忆道，自从那次活动后，群里
的人数在一周内一下子就突破了100人，这对
他们来说更是巨大的鼓舞，更加坚定了他们做
公益事业的信心。

之后，群主们和时间比较充裕的家长经常
在群里发放一些教育孩子的资料，并引导家长
们针对孩子的特点、突出的问题，讨论出适合
孩子成长的方法。通过这种“穿针引线”，家长
们的教育方法得到了很大改变。

现状：寓教于乐 增进感情

对于群里举行的每一次活动，群主和群管
们都提前一个星期谋划，反复考虑活动主题、

内容、时间、人数、活动环节是否合适，不合适
了再修改。

“我们组织活动，不能让孩子们跟着出来
玩了一天什么收获也没有，我们得让孩子们在
玩乐中获得知识，培养能力。”如梦说，为此他
们经常举行一些接地气的活动，去新郑具茨
山游玩，他们就将黄帝文化的知识穿插进
去，并让孩子们争相讲解和具茨山有关的传
说和故事，许多孩子觉得既新奇又喜欢；去
新郑市质量技术监督局参观，孩子们兴致高
涨地看着播放的幻灯片和拍摄回来的“三无”
企业照片，纷纷表示再也不吃零食了；去花生
地里拔花生，许多城市里的孩子不仅体验到
劳动的快乐，还第一次见到了蜗牛、扁担、蚂
蚱等昆虫，而且还知道了许多带“虫”字旁的
汉字，大大满足了好奇心和求知欲……在孩
子们体验到快乐的同时，家长们也觉得自己
年轻了许多。

之后，他们又相继举行了到新郑市环保
局、消防大队、好想你、河南达利集团等地参
观，到该市光荣院里给老人们表演节目，举行

年终庆祝活动等。每次活动，家长和孩子一起参
与，这不仅给孩子们提供了一个展示自己、锻炼
自己的平台，也增进了家长和孩子之间的感情。

期待：更多的人加入QQ群

一路走来，亲子部落得到了很多企事业单
位和孩子家长的支持与帮助。每次举行活动，
群里总有积极分子帮忙策划、联系合作单位、
协调活动议程等，新郑市的企事业单位都很重
视，精心准备，迎接孩子和家长们的到来。众
多家长都为活动的顺利进行默默地贡献自己
的力量。

“每次活动需要报名，有些家长就主动地
承担起这项任务。没有商量事情、接收报名的
地方，家长们就积极地给我们找地方。”如梦
说，她希望能够有更多的人力物力投入到这个
亲子部落里，希望他们能有一个固定的场所来
策划公益活动，也可以针对不同年龄段的孩子
举行不同的公益活动，还可以组织一些公益活
动来提高家长的素质。

萌芽：爱的种子 顽强生长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新郑二中的老
师们基本上都住在二中家属院内。闫陕
生就是其中一位。

“从 1998 年开始，闫老师就义务当
起抄表员。那时候的电表安装得比较
高，每次，老闫都得搬着梯子爬上去，站
在上面一只手拿着本子，一只手抄着电
表数。抄完后，又得挨家挨户去收电
费。”付拴义老师是家属院的党支部书
记，他说，这个家属院里的楼房都是 4
层，有 100 户左右，闫老师不嫌累，总是
在楼梯上爬上爬下收电费。有时候，
户主不在家，就得重跑一趟。他这一干
就是 16 年。居民们都亲切地称他为

“老闫”。
除此之外，老闫闲不住，还给自己揽

了很多“私活”。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老
闫帮助过家属院里的每一家人。“闫老师
是个‘小抠次’，很多事情他都会干。”家
属院里的柴军朴老师说，“他会补锅底。
那年头，谁家的锅底坏了，闫老师叮叮当
当地一会儿就修好了。水龙头坏了、电
路电器坏了，找他修，都是免费的。到现
在还是这样。”

成长：幸福小院 忠心管家

为家属院里的居民忙前忙后，闫老
师还嫌不够。2002年，他还主动请缨，要
将小院里的垃圾堆清理走。他找到家属
院党支部书记付拴义，将自己的想法和
盘托出：将垃圾拉走，将地面整成菜园，
分给院内居民管理。“群众都这么积极，
我也得积极地支持他，他一心为群众，我
们得响应。”付拴义说，当初老闫的积极
性可高了。等垃圾清理走了，闫老师和
老师们一起搬运砖头，平整土地，让原来
的垃圾堆蝶变成了小菜园，他们还在菜
园的周围种了许多树木。有了小菜园
后，闫老师又有了一个“业余爱好”，每天
早上，他起床后就会来到小菜园里把周
围的地面清扫干净，一扫又是十几年。

每次，看着菜园里绿油油的青菜，柴
军朴就忍不住夸奖闫陕生：“闫老师可谓
小院的管家。他不仅把菜园周围打扫得
干净，每天早上七点都会去关院内公共厕
所的照明灯。他这种人，我们得学习。”

让居民们高兴的，还有院子里的那个
门球场，原来那里有大大小小的砖头块，
闫老师整天琢磨着让它发挥作用。他和
居民们将砖头一块块地捡走，用铁锨一点

点地平整土地，硬是将坑洼不平的地面
整成了门球场。如今，这个门球场每天
都会迎来客人，除了闫老师这个家属院
的居民，还吸引了家属院外的老年人。

壮大：奉献精神 默默延伸

闫老师十几年如一日地为家属院居
民“打杂”，渐渐地，很多人成了他的“铁
杆粉丝”，也都采取行动来守护着小院。
去年冬天，盖下水道的石板烂了，很多垃
圾都落到下水道里，闫老师一提议，许多
人就和他一块清理下水道里的垃圾，搬
运石块盖在下水道上。每天早上，第一
个去门球场的老人，总是把门球场的树
叶、垃圾清扫得干干净净。

受老闫的影响，王国昌、代现臣等很
多居民都积极地为小院做贡献。“我们小
院就像一个‘地球村’，有100户左右。你
不干，他不干，小院就没法生活；你干，我也
干，小院就会更干净、更美丽。”付拴义说，
在老闫的感染下，很多人都有了自觉爱护
小院的意识。

多年来，闫陕生和居民们栽下的树木
根系延伸了很长很长，他做好事的影响也像
树根一样，默默地延伸到更远的地方……

说说“春捂秋冻”
“春捂秋冻、不生杂病”是一条保健防病的谚语，其

意思是劝人们春天不要急于脱掉棉衣，秋天也不要刚
见冷就穿得太多，适当地捂一点或冻一点，对于身体的
健康是有好处的。

随着气温的升高，春天的到来，您知道“春捂”应该
“捂”哪儿吗？专家介绍，人体下半部血液循环比上半
部差，易受风寒侵袭，故寒多自下而生，因此春季穿衣
应注意“下厚上薄”。

在采访中，有关医生告诉记者，近些年，发生膝关
节病变的病例越来越多，而且以女性为主，许多女性有
冬季爱穿裙子、春季过早换春装的习惯，特别是脚下露
出脚面的鞋子，更是寒气侵入体内的主要途径，而受凉
是关节病等病症的主要诱发因素。因为通常人体的下
半部血液循环要比上半部差，很容易受到风寒的侵袭，
也就是“寒自脚下生”。如果春季不注意保暖，天一热
就急忙减衣服，稍不注意就会着凉感冒发烧，甚至还会
在上了年纪之后出现膝关节疼痛，逐渐发展为膝关节
骨质增生，重者还会出现膝关节积水、肿胀以及伸不直
等病症。

医生特别提醒年轻女性，早春乍暖还寒，昼夜温差
大，又常有冷空气侵袭，因此，一定不要过早减少衣服，
更不要早早穿上凉鞋“秀”玉足，多“捂”几天有益健康。

本报记者 赵聪聪 高凯 整理

挺新的衣服，胖了，瘦了，
穿不了了；质量挺好的衣服却
过时了，怎么办？新郑市民李
沛玲说：“现在买一件衣服挺贵
的，穿不了多久，有些衣服就会
落伍，将它淘汰了多可惜。在
修衣店里花少量的钱，经过改
造，就会跟上时尚的节奏。”在
走访中，记者发现，新郑市几家
修衣店里都有改衣的业务，经
过修改后，衣服又恢复了原来
的价值。

在一家修衣店里，市民李
女士正拿着一件打底裤给店里
的工作人员王惠说明衣服存在
的问题，原来，她的打底裤腰部
的布料被拽烂了。经过沟通
后，店主决定用相同质地的黑
色布料将原来的地方替换掉。
李女士看着修好的衣服，没有
任何破绽，高兴地说：“这件裤
子买的时候五六十块钱，修补
修补几块钱，这样做也跟当下
提倡节约的步调很一致。”工作
人员王惠说：“现在要求修改衣
服的大多是年轻人，胖了、瘦
了，哪里不合适了，都拿来修
改。中老年人修衣改衣的相对
较少。”

在新郑市另一家修衣店
里，记者看到店主正在按照客
户的要求，修改衣服的款式。
她说，这要求的技术含量相对
高些，有时候顾客需要改兜、收
腰、加装饰、改长短等，她就要
非常有耐心地去做这些工作：

“一件过时的衣服改改款式、大
小，配上装饰，只要几十块至数
百元就有一件新衣服，很划
算。按照顾客的要求，改造后
的衣服比较有个性，能够满足
他们的这种需求。”边修改衣

服，店主边介绍：“现在旧衣‘二次改造’的市场很广阔，
年轻人是一个庞大的消费群体。没想到改衣服的生意
还不错，虽然这项工作比较烦琐，但是动动手不花费太
多的体力，就能挣到钱，也是一种很好的职业。”

记者走访时也发现，目前修衣店的消费群体在逐
渐增多，对改衣的需求越来越大，标准越来越高，这就
需要修衣店工作人员多些创意，不断提高服务水平、提
升创新能力与设计水平。

对于很多女性来说，三
八国际妇女节是她们专属
的节日，各种对女性表示赞
美、表彰和感谢的活动也纷
至沓来。怎样让“我们的节
日”多姿多彩呢，很多女性
都有自己的安排。

记者在新郑街头采访
时，发现很多人都很期待这
一节日。满脸幸福的已婚
女子李芸毫不犹豫地说：

“当然是让老公把工资贡献
出来作为我的活动经费，我
在商场看到的那件衣服终
于可以光明正大地买回家
啦！”而她身边一位还单身
的闺蜜则表示：“在家宅了
一个冬天追星星看月亮，春
天到了，会找个喜欢的地方
去旅游，还没有计划去哪
儿，不过一定是个有阳光和
鲜花的地方。”

不少男士也表示要在
妇女节“凑个热闹”。王晓
伟是新郑市某公司的一名
员工，他已经“定制”好了当
天的精彩活动。“一年中的
大节小节，全都是妈妈在张
罗忙活，在这个属于她的节
日里，一定让她好好休息一
下。”他说，自己不仅准备了

“按摩椅”大礼，今年的三八
节恰逢周末，还要选择一到
两天的周边游，让妈妈彻底
放松享受一回。

对于商家而言，妇女节
虽不及春节、情人节等让消
费者较为买账，但作为春天
里一个重要节日，各大商场
对这次的消费热潮还是投
入了不少期待。记者在市
区两家大商场见到，针对妇女节的各种促销活动已
全面展开，女装消费区的货架上摆满了各种款式的
春装和单鞋。“现在大多数在职场打拼的女性越来
越追求自信和美丽。所以，今年我们促销的主题定
位为时尚、美丽，引领女性的新生活。”一家经营女
装的商户说，很多女性朋友们都着手买春装了，她
预计妇女节当天她的女顾客会很多。

记者随后走访了几家花店，花店老板介绍说：
“现在已经陆续接到妇女节当天送货的订单，上货
的时候像百合、康乃馨、玫瑰等较平常都多准备了
一些。”

新郑市委老干部局老年大学文工团秧歌队在民间传统秧歌的基础上，将秧歌舞、秧歌
剧融合一体，自编成婚庆秧歌《大喜的日子》。图为秧歌队成员在认真排练。

本报记者 沈 磊 摄

生活小贴士

聊聊 天天

3月1日早上9点，新郑市郑国车马坑景区迎来了一批特殊的游客。说他们特殊，是因为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
QQ群——新郑绿野阳光亲子部落，他们是郑国车马坑景区的第一批“网友”，在这里举行“马年看马”主题活动。
这个最初由QQ群线上互动组建的群体，今日已美丽蝶变成孩子健康成长的乐园——

公益QQ群：放飞孩子美好梦想
本报记者 尹春灵高 凯

默 默 延 伸 的 根
——记退休教师闫陕生的“管理员”生活

本报记者 尹春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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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小院的管家”、“值得赞扬的好人”……在新郑二中家属院，提起该院居民闫陕生，
众人赞不绝口。在他们眼里，他就是一抹最艳丽的“夕阳红”。

作为新郑二中的一名退休教师，16年来，他无怨无悔地为院内居民服务，播撒爱的种
子。如今，他和居民们栽种的树木笔直挺拔，他的精神也像树木的根须一样，默默地延伸到
家属院的每一个角落，传递着正能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