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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在市区柏庄小区，成片的枇杷树已
经挂果，有的枇杷颜色呈现鲜艳的金黄色，很
是诱人。

“每到枇杷的成熟季，小区里不少人就会带
着塑料袋过来摘枇杷。”该小区居民高一孝告诉
记者，自己住在一楼，看得最清楚。虽然现在离
枇杷成熟还有一段时间，但自己已经好几次发
现附近住户带着竹竿、菜篮子等工具，用敲打的

方式对枇杷进行采摘。
在市区锦绣华府小区，类似的事情也经常

出现。“现在低处的枇杷果已经被采掉一批了，
高处的估计也留不了太久。”该小区居民许建坦
言，因为“野蛮”式采摘，有的枇杷树的树枝都被
敲断。甚至个别老人还会特意带着板凳，冒险
爬到树上去采摘，险些跌倒。

记者走访市区盛世华庭小区、中央公馆等

多个小区后得知，小区果实遭遇“采摘”烦恼并非
个案。虽然如此，也有市民告诉记者，小区里也
有不少热心人看到不文明采摘会主动制止。

市民蒋恒是家住元宝街小区的居民，在他
眼里看到小区果树开花、结果，心情很舒畅。所
以每次看到有人随意采摘，自己都会上前提
醒。他说自己提醒后，有一半的采摘者能停止
不文明的采摘行为。

凌晨五点，雾气笼罩下的山湾里，捡儿总是第一
个开门的人。

独自打水、刷牙、洗衣、吃饭、出门……数十年来，
他早已习惯打理自己的生活。

在常人看来，这些都是再简单不过的动作，可对
于一个双目失明的盲人来说，这一切要困难得太多。

“眼前一片漆黑，只能靠着听觉和触觉做事情。”
捡儿笑着说，起初对于这些行为，自己根本学不会，但
现在早已熟能生巧了。

爱笑，这是捡儿给大伙儿最深刻的印象之一。很
多村民说，捡儿总是乐呵呵的，似乎心里装满了道不
完的喜事。

乐观的笑容背后是苦难的历练。6岁时，捡儿突
发脑膜炎，焦急万分的父母带着他四处求医，到最后

小区枇杷渐成熟 果落谁家？

6岁被病魔夺去双眼，他用双手创造幸福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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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盲人会修理，不是什么奇迹，我一直坚信，世
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这是挂在赵传庆嘴边的
一句话。

如今十几年过去了，捡儿的修理技术日臻成熟，
成为了远近闻名的“行家里手”，不少远距离的村民还
特地找上门来请他帮忙维修。

一个盲人，终日与电、刀子、钉子等危险的东西打
交道，这在常人看来是无法想象的。

“触过电，受过伤，都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了。”捡儿
说着，伸出了一双布满老茧的手，他指着指甲盖说，几
乎每个指尖都被锤子砸得淤血。

十几年如一日，捡儿练就了一身过硬的手艺，他
的双手像是魔法棒，能随意地指挥，调度所有大大小
小的零件，凭借着不断地摸索，他逐渐整理出了一套
属于自己的修理方法，并独自发明创造了相关修理工
具。“这些其实不叫发明。”捡儿笑着说，它们只是自己
用得顺手的物品罢了。

捡儿修理技术过硬，做人也非常实在。对于经手
修理的水泵，他有一个原则：用的满意才付钱，不满意
可以不付款，修不好也不用付钱。他说：既然收一块
钱，就要对这一块钱负责。

眼下，捡儿还有一个梦想：让更多像自己一样的
残疾人能够自食其力，有尊严地生活着。他告诉记
者，自己特别愿意无偿把自己的手艺传授给残疾人朋
友。为此，他还在修理点旁边盖起了一间瓦屋，准备
将来给前来学习的残疾人学徒吃住。用他的话说：来
了总要有个吃住的地方。

采访结束后，捡儿又开始修起水泵来。他熟练地
将一台电动水泵拆开，然后熟练地用手检查线圈是否
有故障，然后又迅速地将新的线圈绕上去……

18岁，风华正茂的年纪，但捡儿的生活却
似乎少了许多色彩。那段时间，他经常帮父亲
在农田抽水灌溉，很快便对水泵产生了浓厚的
兴趣。

农闲时，他常常摆弄着家里的电动水泵，摸
定子、摸线圈、摸线头……这一摸，就摸了一年。

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有一天，他成功地排
除了一台破旧电动水泵的故障，水泵“呜”一声
转动了起来，这让他的父母和邻居都欣喜不已。

“那一刻我太激动了。”捡儿有滋有味地回
忆着，他说，那种兴奋仿佛是任何言语都表达不

了的。
但修理电动水泵可不比修理一般的电器，

因为要水泵下水工作，所以在修理过程中对密
封、绝缘等要求很高，一旦有差错，极有可能导
致触电。

但凭着一股钻研的劲头，经历无数次失败
后，他丝毫不气馁，愈发熟悉了潜水泵的内部构
造和工作原理，修理起水泵更加得心应手了。

为了让修理技术有所精进，捡儿通过广播
了解到：铜陵有一位专门教授水泵修理的盲人
师傅。得知消息后，他几经辗转找到了这位师

一间十余平米的瓦房，一堆
锈迹斑斑的工具，一个有些年头
的收音机。

这几乎是捡儿工作间里的
全部物品。

捡儿名叫赵传庆，今年 42
岁，是广德县誓节镇石鼓村一位
普通村民。

见到他时，他正静静地坐在
门前晒着太阳，手里攥着那台用
了很久的收音机。如果不仔细
观察，很少有人会注意到他竟是
个盲人。

6岁那年，因患上脑膜炎，他
被病魔夺去了双眼。他曾沮丧
过、彷徨过、失望过，但最终还是
凭借着自强不息的精神，用勤劳
的双手创造了幸福生活。

关上收音机，捡儿顿了顿，
跟我们聊起了那些久远的往事
和未来的愿景。

市区一小区里市区一小区里，，几名孩子攀爬到枇杷树上私自采摘果实几名孩子攀爬到枇杷树上私自采摘果实。。

捡儿在修理电机捡儿在修理电机。。

随着夏天到来，市区不少
小区绿化带里的果树开始挂果。

枇杷、桃子、杏子等果树的果实颜色也
正从绿色转为金色、粉色，诱人的颜色在给

小区增添一抹亮色的同时，也惹来了部分居民
的垂涎欲滴。

立夏以来，有市民向本报反映，小区里一些居
民擅自采摘果实，出现了不文明、不安全的现象。
但也有的居民认为，小区果树结的果实，不采也是
浪费，可以合理采摘。

那么，小区里果树的果实成熟后，该不该
采，能不能采？如何妥善处置好这些果

实？近日，记者带着这些问题，走访了
市区多个小区。

病虽然治好了，一双眼睛却彻底看不见了。
“很多邻居过来看他，都说他这条命是从死

神手里捡来的，‘捡儿’这个名字就是这样叫出
来的。”如今，再说起这些，捡儿的母亲脸上几乎
没有难过，因为她觉得活下来，已经是不幸中的
万幸。

当然，捡儿也曾一蹶不振。随着年龄的增
长，面对色彩斑斓的世界，他的眼前只是一片漆

黑，长久的苦闷让他不爱跟人说话。
好在捡儿很快调整了状态。为了不让父母

担心，他开始学着“摸路”，很快，上山砍柴、下田
割稻、打水洗衣他都不在话下，邻居纷纷夸赞

“捡儿比同龄的孩子还能干”。
时间在“摸黑”中悄然流逝。捡儿的生活一

直也就这样平平淡淡，如杯中冷却许久的白开
水。直到他18岁的那年。

傅拜师学艺，硬是学习了整整一个月才回到家。
“有这样的手艺，不如在家专门开个修理点。”回

家后，偶然的一天，捡儿突发奇想。他把想法告诉了
家人。没想到，家人非常支持他的决定。

在弟弟妹妹的帮助下，他在村里盖了间小房子
——也就是现在的修理点。虽然空间不大、布置简
陋，但捡儿开心极了。

他说：自己终于找到了一份像样的工作，可以通
过勤劳的双手创造财富，为家里的生活减轻一定的
负担。

就这样，十几年来，他在维修点里整日鼓捣着设
备，先后修好了上千台电动水泵。由于修理技术过
硬，他揽下了全村90%的电泵维修活。

小区里的果实到底属于谁？记者了解到，
按照《物权法》等相关法律的规定，建筑区划内
的绿地，属于业主共有，在小区里，绿化植被是
属于所有业主的，所以果树的果实的分配是应
该由全体业主共同享有的，个人无权擅自采摘。

采访中，锦绣华府等小区物业则表示，为了
保护小区绿化，物业会对绿化喷洒农药，虽然没
有专门往果树上喷洒，但农药也会随风飘洒。
因此他们并不建议市民擅自采摘，以免误食。

而市区柏庄小区物业公司工作人员邵贵婷

则告诉记者，以往每到小区果实成熟期，枇杷树
等果树枝桠因居民采摘而折断、绿化受损的情
况时有发生，这伤害了树木也带来了安全隐
患。为此，今年5月初物业公司专门为此开了
现场会议，决定创新手段和办法，将果实的甜蜜
分给大家。物业公司将在近期广泛提醒业主保
护小区绿化景观，不要私自采摘水果。今年等
到枇杷等果实成熟后，物业工作人员会统一采
摘，并将水果放到物业处，免费发给业主品尝，
想尝鲜的业主可以带着篮子免费去领。

柏庄物业的做法，赢得了小区大多数居民
的一致叫好。大家纷纷表示，这样的做法值得
推广，既安全文明，又不造成果实的浪费。

采访中，市区中央公馆的部分居民建议，希
望在果实成熟后，物业公司可以备好了梯子等
采摘工具，邀请居民一起参与采摘。这样做可
以避免部分居民攀爬树木带来的风险，而且也
能让更多的居民享受到采摘乐趣，品尝到自己
小区里栽种的果实的甜蜜，对增进邻里之间的
和谐关系起到积极作用。

小区里的果实成熟后，到底该不该采？记
者走访多个小区发现，对此大家观点大不相同。

在市区碧桂园小区，居民黄晶晶坦言，小区
里果树结的果子，不摘也是浪费。等它自然落
果后，烂在地上，更是可惜，所以只要行为举止
文明，采摘并无大碍。

家住柏庄小区的居民丁女士则对采摘果实
行为很不舒服。在她看来，小区果树本是观赏

用的，景观树从开花到结果，到成熟，再到掉落
化泥护根，都是一种景观。如果人为将果实采
摘，则破坏了这种美感。

“小区里本身采果子无伤大雅，但是如果大
家都来采，你摘一个，我采一枝，就成了不文明
的缩影。”市区碧桂园小区的居民顾北说，她认
为果实看看就好，最好别伸手去采。

采访中，部分市民表示，一般摘果实的人群

以老人和小孩居多。个别孩子在果实还没完全
成熟前，就将其整颗打落，看着很心疼。尤其孩
子们经常会把不熟的枇杷、橘子、桃子等果实玩
一会就丢弃，造成了果实的巨大浪费。这样的
不文明行为，看着让人揪心。

还有一部分居民态度坚决，他们认为，小区
环境靠大家维护，不能任由个别业主我行我素
破坏公共绿化，小区里的果树果实并不能采。

现象：枇杷引发不文明采摘

声音：该不该采观点大不同

解决：创新办法分享甜蜜

◇本报记者 刘畅/文 汪辉/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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