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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鲜事·热线

阅读提示

有客人上门了，甘大爷洗过双手，披上围裙，不
紧不慢地让对方坐下并为他披上围布， 然后舀两瓢
热水倒进桌子上的水盆中，再伸出手指试下温度，便
为剃头人的撩洗起头发来。

□ 记者 叶小孚 实习生 周安安 文/图

本报讯 在高档美发场所遍地的今天，传
统的老剃头匠早已渐行渐远。 然而，在市区白
云小区的一条巷子里，74 岁的甘大爷还执着
地用手中的一把剃刀留存着这个职业的记忆
与情怀。

甘大爷的理发铺子很小， 面积也就几平方
米，但只要在偌大的白云小区里一打听，上了年
纪的住户都知道在哪。 当记者来到那间小铺子
时， 甘大爷正悠然自得地坐在椅子上等候客人
上门。

甘大爷的门店，装饰虽有些陈旧了，却非常
整洁，地上的瓷砖擦得十分明亮。 一面镜子，一
把椅子，水盆、剃刀、吹风机、毛刷子，外加几把
梳子，这就是这位剃头匠的所有家伙了。

不一会，便见有客人上门了，甘大爷洗过双
手，披上围裙，不紧不慢地让对方坐下并为他披
上围布。然后，甘大爷舀了两瓢热水倒进桌子上
的水盆中，再伸出手指试了下温度，便为剃头人
的撩洗起头发来。

“照常光头。”因为来的是熟人，彼此早有了
默契，短短四个字，甘大爷便心领神会，麻利地
用推子将稍长的头发推了个大概， 接下来便拿
出了一把锃亮的剃刀，只听得一阵“唰唰”声，一
些不平整的头发应声而落。

剃了光头后，甘大爷便开始为顾客刮胡子，
紧接着还有修眉毛、剪鼻毛的服务，“剃头不仅
是剃头发，是从头发开始，把脑袋上的毛发都
好好打理打理。 ”甘大爷笑着说道。

甘大爷是青田船寮人，1960 年，只有 14 岁
的他凭着一个“勤”字，向师傅学艺了几个星期
后便正式出师了。 那个年代，有一技在身，混个
温饱便不成问题了。随后，甘大爷提着一个理发
木箱子，在十里八乡开始了自己的剃头匠生涯。

凭着一手人人称赞的“顶上功夫”，他承包
了邻里乡亲的理发需求， 甚至有人还成了他的

“会员”———那时，剃头支付的不是钱，村民们见
“小甘”的手艺不错，为了省事，就一次性给他
“五斤谷”“七斤稻”，这就算是“年费”了。

改革开放后， 大多数剃头匠渐渐不再上门
服务了。 1982 年，甘大爷辗转来到丽水市区，在
中山街上开了自己的店， 他也就成了丽水最早
一批理发个体户。

甘大爷在中山街上开了快三十年的理发
店， 找他剃头的人大多是十几二十年的老主顾
了，甚至住在青田腊口、石帆的一些老顾客也会
专程赶到丽水，找他剃头。

“大概是 2010 年吧，中山街上的门店租金太
贵了， 我实在吃不消， 所以才把店挪到了现在这
里。 ”说起价格，甘大爷的收费低于市场价已经很
多年了。 在中山街开店那会，他每理一个头，也就
收个一毛两毛的。

“桌上原先有个小罐子，里头存着两百来个硬
币。 别人剃完头递个十元钱，他就掏出两个硬币找
给人家。 后来那个罐子被人偷走了，他这才把价格
涨到了十元。 ”一位姓付的阿姨对记者说道。

甘大爷的理发铺子没有烫发、染发服务，提供
的只是简简单单的剃头、刮脸服务。 然而，每天早
晨， 铺子门口的长凳上却坐着许多等待理发的老
人，他们神情恬淡，目光柔和，既是在等待理发，也
是在闲谈消磨时光。 轮到自己时，坐上座椅，闭上
眼睛，感受剃刀来回地摩擦。

今年 81 岁的何老先生是理发铺子的常客。
他说，在过去，一听剃头匠来村里，大伙便会十分
高兴，因为对于村里的老人来说，剃头是一种享
受，是一段快乐时光。 如今，虽然住在城里了，但
还能够在甘大爷的小铺子找到儿时的那种感觉，
这就是蛮幸福的一件事。 其实，甘大爷何尝不是
乐在其中呢？

从穿梭乡村的上门剃头匠到闹市区的首批理发个体户，再到巷子里受人尊敬的手艺师傅
从“五斤谷子理一年头”到“一毛两毛看着给”，再到如今的十元理一次

这这位位 6600 年年““工工龄龄””的的理理发发师师有有一一手手剃剃头头绝绝活活

孩子给家长宣读颁奖词

遂昌这所中学的家长会不一般

□ 记者 杨敏 通讯员 邱小军 叶艳景

本报讯 这两天，遂昌三中学生雷敏琪的妈妈难
掩内心的激动———1 月 20 日， 她的孩子在学校组织
的家长会上给她宣读了“颁奖词”，让她在体味到浓
浓亲情之余，也见证了女儿的成长。

当天， 遂昌三中 801 班举行了一场特殊的颁奖
仪式，获奖的是班级里 19 位学生的家长，而给他们
颁奖的“嘉宾”就是他们的孩子。 雷敏琪的妈妈收获
了“最严格家长奖”，孩子在颁奖词里说：“父母是最
爱我、真心为我付出的两个人。 ”

记者了解到，这个特殊的颁奖仪式共设置了“最
严格家长奖”“最亲和家长奖”“最佳陪护家长奖”等
五个奖项，由班上的 45 名学生自己申请奖项，然后
经过小组选举产生。 要是自己的家长获奖，学生还要
负责写“颁奖词”，内容必须是成长中与家长之间的
故事片段、误解、说明、难以忘记的感悟等。

发起这次家长会的胡友华老师告诉记者， 之所
以组织这场特殊的颁奖仪式， 目的就是为了让孩子
学会感恩他人，懂得尊重他人。

雷敏琪的妈妈说，此前她总感觉女儿不懂事、不
听话，母女之间矛盾也不少。 然而，参加了这次家长
会后，她才发现，原来自己在女儿心中的形象会如此
高大，这让她突然感觉女儿真的长大了。

老师爱的抱抱、无条件原谅卡、免寒假作业

缙云这所小学的期末奖励很奇特

□ 记者 吴启珍 通讯员 杜益杰 李海燕

本报讯 “看到老师办公桌上的
那一篮子红包了吗？ 里面就是你们
的期末奖励。 ”日前，缙云县兆岸小
学别出心裁地为学生们准备了一篮
子的“期末奖励”，其中有“老师爱的
抱抱 ”“无条件原谅卡 ”， 甚至还有

“免寒假作业”。 这可把那里的孩子
乐坏了。

奖励孩子可是一门学问，为更好地
激发学生的积极性，缙云县兆岸小学的
各位老师可谓绞尽了脑汁。 在学期中，
他们就出台了一系列特殊的奖励办法，
比如做一天的值日班长； 自主选择同
桌；去看一场电影；与自己最好的朋友共
进午餐……

转眼又要放寒假了，老师们又出了
新招：抽红包决定自己的“期末奖励”，
每名成绩达标的学生都可以参与。 而

“奖品”可谓五花八门，从“爱的抱抱”
到“原谅卡”，再到免除寒假作业，新意
多多，诚意满满。

“这都是老师们的创新 ， 抽奖

形式非常新颖 ， 奖励也不再单一化 ，
激励性特别强 。 ”兆岸小学校长朱葛
良说道。

这种别样的期末奖励也得到了家长
的肯定。“老师用心良苦，这是孩子们收到
最暖心的奖励。 今后，我们更要好好地配
合学校的工作。 ”有家长在班级微信群里
留言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