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见习记者郭晓雨

欣美西餐厅在创建“文明餐桌示范店”活动
中，从文明餐桌的细节入手，切实做到节俭用餐、

安全用餐、卫生用餐，并引导消费者“合理饮食、

文明用餐、科学打包、避免浪费”，深受消费者喜
爱。图为美式乡村风格的欣美西餐厅平桥万象城
二分店。 本报记者孙银鸽通讯员王友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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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阳市供水集团公司特约

信阳消息（记者金培满）

“一份报纸，一把椅子，沐浴在阳
光下闻着报香，‘咀嚼’ 着每日的
新鲜故事，有了《信阳晚报》的相
伴， 给我的晚年生活带来了不少
乐趣。 ”这是记者行走茗阳天下社
区时， 见到的张老先生日常生活
的一个场景。 近日，张老先生再次
打电话到报社表示， 新的一年即
将开始， 希望记者前去帮忙订一
份

2016

年的《信阳晚报》。

前几日， 张老先生拨打了往
年和记者沟通的电话， 但因部分
记者电话更换的原因未能联系
上，这让张老先生甚是着急，想着
2015

年已经没有几天了， 担心错
过了订报期限。 后来，张老先生只

好通过子女与邻居寻求其他方式
联系记者， 望记者早日前去他的
家里帮忙订报。

昨日上午， 记者来到张老先
生家中。 见到记者的到来，张老先
生甚是热情，临别时还极力挽留
记者在家中吃午饭。张老先生告
诉记者，他老家是淮滨的，早年
在家务农，现在儿子在信阳建行
上班，因放心不下独居老家的父
母亲，就在一年多前将他们接来
信阳生活。 来到信阳后，他们老
两口单住在茗阳天下小区，因与
邻居不熟， 也没了农活可干，一
下子觉得日子少了几分乐趣。去
年年底，张老先生在记者走基层
进社区活动中注意到了《信阳晚

报》， 就试着订了一份， 看了一
年，觉得内容很好，就想着来年
一定还要订一份。

“你看，在我这阳台上，有一
把椅子，几份近期的晚报，阳光好
的时候， 我就坐在这晒着太阳看
看报纸。 ” 张老先生向记者介绍
道， “你们近期改版我也注意到
了。 改版后，版面整体形象比之前
显得更时尚了，美感也更强了。 ”

在交谈中，张老先生表示，他比较
关注时政与民生， 秋天一则关于
帮助淮滨县农民卖粮的新闻报道
得就很好， 帮助老百姓解决实际
生活中的困难， 会让一份报纸显
得更有分量， 这样的报纸才会更
受老百姓的喜爱。

剪纸达人傅敏媛
巧手慧心 热爱生活

昨日， 记者在报晓新村社区
的老年大学剪纸课堂上看到，十
几位老人欢聚一堂， 相互欣赏着
各自精心剪裁出的作品。

“她那双巧手， 像是着了魔
法，不消几分钟，一张精美的剪纸
就活脱脱地展现在你面前。 ”老人
们口中夸赞的， 就是义务教大家
剪纸的花甲老人傅敏媛。 “傅老师
技术好，人又和蔼可亲，对我们有

耐心。 ”一位老人说。

昨日，记者刚踏进傅敏媛老
人的家， 便被眼前温馨的一幕
所吸引：傅敏媛在剪纸，老伴儿
则在一旁安静地做他最喜欢的
木工活。 干到累时，傅敏媛为老
伴儿递上热水；流汗了，傅敏媛
为老伴儿擦掉额头上的汗滴。 “我
们都是艺术创作，相互学习，相互
补充灵感。 ”傅老师的老伴儿打趣
地说。

在老人家， 记者看到墙面上

张贴了不少精美的剪纸作品，形
态各异， 活灵活现。 傅敏媛老人
说，她的爱好特别多，剪纸、唱歌、

打拳， 她都喜欢， 但最重要的事
情， 就是每周三去老年大学教她
的好姐妹们剪纸。 “我每次教学生
剪纸前， 都会提前在家琢磨出一
个主题，根据主题设计纸样，把纸
样复印多份，分发给姐妹们，让她
们把纸样钉在剪纸上， 根据纸样
上的图案再运用我教的剪刀使用
方法，就可以剪出好看的剪纸。 ”

傅敏媛说，“我们聚在一起也就是
图个乐儿。 ”

今年端午节时社区里组织给
孤寡老人包粽子， 热心的傅敏媛
毛遂自荐当起了志愿者。 “她干活
利索，包起粽子来那是得心应手，

大家都夸她热心仗义。 ”付阿姨的
“学生”陈阿姨说，元旦前后，她们
准备把剪纸送给孤寡老人、 空巢
老人，让他们也乐和乐和。

手工棉衣受青睐

看清面料、棉花质量再下订单
信阳消息（见习记者李春晓）

天冷了， 手工制作的婴幼儿棉衣
渐渐俏销起来。

昨日下午， 记者在市中心医
院附近两家专门定做宝宝衣服的
店铺看到， 这里不断有市民来购
买棉衣。 正在做棉衣的周奶奶告
诉记者，现在生意不错，今天到现
在就卖出了

7

件成品，还有
10

件

定做的。 “做棉衣选用的都是新棉
花， 衣料都是质地柔软的纯棉面
料， 做一岁以下孩子的棉衣

120

元，

1

岁的
130

元，两岁的
140

元，

只要报上年龄和体重就行了。 ”周
奶奶介绍道。

“这几天天冷了，孩子还是穿得
保暖些比较好， 我今天来给宝宝定
做两套棉衣， 一共才花了

200

多元

钱， 这个价钱在商场里有时候连一
件衣服也买不到。除了实惠，手工棉
衣用的都是新棉花， 保暖效果不比
羽绒服差。而且纯棉制作，吸汗透气
效果更好。 ”市民陈女士说道。

在此，本报提醒广大家长，在
选择棉服定做点的时候要货比三
家，看清面料、棉花质量等后再下
订单。

家住茗阳天下的张老先生数日来接连拨打本报记者电话，要求订阅2016年度
《信阳晚报》，老先生说———

接地气 晚报伴我安享晚年幸福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