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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民揽锅菜馆老板李天民刀削面馆老板高新正

□记者 张喜逢/文 见习记者
杜卿/图

在嵩县偏远山区的小镇车
村镇，人们经常会在白云路上看
见一名身份不明的智障流浪汉。
10 多年来，这个流浪汉往返闲
转、捡拾垃圾，未曾离开过这里。
不少人觉得，他在此得以“栖身”，
得益于俩小饭馆老板对他的常
年帮助——免费提供热饭，让
这个流浪汉躲开了流落他乡可
能遇到的种种不幸。

近日，我们来到车村镇，了
解这个温暖人心的小镇故事。

一名智障流浪汉，饿了就去两家小饭馆门外站着，片刻后
好心店家就会端来热饭菜，这一幕已持续“上演”10多年

小镇里的温情
给了他“栖身之地”

自2003年后，刀削面馆所在的小
路石磊几乎每天来一次。巧合的是，
2008年，从白云路上搬过来一家天民
揽锅菜馆，从1998年前后，这家饭馆
就一直免费给石磊提供热饭。

采访前，我们在白云路打听这家
揽锅菜饭馆时，从路边的摊贩口中听
到很多类似的话——“记者，你是找
哪家揽锅菜馆？是那家常年给流
浪汉供饭的？”“你说的是‘天民揽
锅菜’吧，那家店的老板多年来对
一个流浪汉挺照顾，街上多数人都
知道。”

天民揽锅菜馆的老板叫李天民，
今年44岁，1996年他在白云路上开

了家揽锅菜馆，石磊便是饭馆常年免
费提供热饭的对象。

“别管人家精神正常不正常，
要不是太饿了，谁也不会上门要
吃的，这都是被苦日子逼的，给人
家 一 碗 饭 ，自 己 又 不 会 损 失 多
少。”李天民说，1998 年前后，他看
石磊时常到饭馆要吃的，有时饿
极了会跑进店里，端起桌上的剩
饭就吃，觉得这人活得挺苦，从
此，但凡石磊来店门外，李天民就
把热腾腾的揽锅菜给他打包或往
碗里盛一些。

提起为何常年帮助一个流浪汉，
李天民脱下袜子，脚后跟处露出厚厚

的茧子和多处裂开的口子。
“这都是小时候那段苦日子给我

留下的，直到现在，这些裂开的口子还
经常疼。”李天民说，他家兄妹7个，小
时候家里很穷。上小学前，他几乎没
穿过衣服，有时饿了捡地上的西瓜皮
吃。上学后，他的衣服、鞋都是穿别人
家的，因鞋子太小磨脚，脚后跟天长日
久磨得裂口子。

“那段苦日子让我不忍心见别人
受苦，更何况他是个智障流浪汉，除了
一顿热饭，他更需要被照顾。”李天民
说，现在，街上一些商户也像他们一样
关照着石磊，教他卖破烂、数钱，给了
他更多的温暖。

“石磊智力有问题，话都说不
清，经常在白云路上捡垃圾。”高新
正说，眼下，石磊好像和他们有了

“默契”：面馆的人不但能理解石
磊“自创”的手势，还能估摸他来
吃饭的时间，给他提前留饭；石磊
也好像知道不能影响面馆生意，
想吃饭时从不进店，只在店门外远
远站着，也从不端着饭坐在店门口
附近吃，还很爱惜店里给他备的专

用碗。
“他两手比画，我就知道他忘

了带饭碗，要用店里给他备的碗；
他端碗朝我们挥手示意，是想再添
点儿饭……”面馆一中年女服务员
说，每次吃完饭，石磊都会把碗
还回来。

高新正说，在开面馆前，他就
和石磊认识。此前，他在镇卫生
院一食堂上班，整日在街上捡垃

圾的石磊偶尔会在食堂门外转悠，
他觉得这个流浪汉可怜，有时会把
食堂剩下的饭用塑料袋打包给他
一些。

“一来二去，他可能记住了我的模
样，我在街上遇到他的时候，他会盯着
我憨憨地笑。”高新正说，面馆开业后，
石磊无意中闲转又瞅见了他。从此，
石磊只要来面馆，他就会让石磊吃上
顿热饭。

车村镇白云路上的车村镇卫生
院，旁边有一条长约50米、宽约4米
的小路，小路上有四五家小店铺，其中
有两家相隔三四米远的小饭馆，分别
叫“刀削面馆”“天民揽锅菜”。

19日12时，20多平方米的刀削
面馆坐满了食客，52岁的店老板高新
正在橱窗一侧的灶台边炒菜，他时不
时扭头透过一个巴掌大小的“纸窗口”

向路对面看去。他身后有一个隔成两
层的台子，上层摞有二三十个面碗，下
层只放着一副碗筷。

高新正的妻子刘喜梅说，有时做饭
油烟大，怕影响到上面住户，又担心把
窗外墙面熏黑，他们特意把灶台旁的玻
璃窗用纸板从外面挡住，之所以在纸板
上抠出个巴掌大小的“窗口”，是为了常
来这儿吃饭的流浪汉石磊（音），台子

下层那副碗筷就是给他准备的。
“石磊来这里吃饭时间不定，有时

候到饭点儿来，有时候很晚才来，他总
站在橱窗对面路边等着，老头儿怕他
在外等久了，就在纸板上抠了这么个

‘窗口’，好扭脸就能看到人来没。”刘
喜梅说，自2003年面馆开业以来，石
磊饿了就会到店对面路边站着，等店
里人给他端饭过去。

揽锅菜馆老板：饭店挪地儿，爱心在持续

关爱流浪汉：免费提供热饭，他一做就是十多年

刀削面馆老板：为流浪汉备有碗筷，开有“一扇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