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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萝卜，真的是大萝
卜！”华诚超市的新店招让路

过市民忍不住看上几眼，随
后发表几句议论。从昨天开
始，已经沿用了 10多年的
“华诚超市”店标大变，从原
来的“菜篮子”造型，换成了
让南京人既熟悉又多少感觉
有点怪怪的“大萝卜”造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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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山西路附近的 “华诚

超市”门口，记者注意到：招
牌上出现了一个巨大的 “大
萝卜”图案，“大萝卜”通体
红彤彤，上面还配了一个绿
缨子，很是醒目。超市的经理
说，两个月内，现有的 160多
家华诚超市将全部换上这种

“大萝卜”店招。
前来购物的市民对华诚

超市的这个举动，表现出了
截然不同的反应。于大妈说：
“他们搞哪个图案不好，非要
把个大萝卜画这么大，不知
道大萝卜是‘骨酥’南京人
的吗？”一旁的蔡女士接过话

茬：“这个华诚怎么哪壶不开
提哪壶呢？”

而另一些老南京，却对
华诚的新标志表示理解。在
某学校任教的蒋老师认为：
“这个标志换得真不错，和我

们熟悉的苏果有一拼。都是
直接用了一个老百姓一眼能
看明白的东西来做店招，而
且我也不觉得 ‘大萝卜’就
一定是骂我们南京人的话，

‘大萝卜’ 也可以形容人实
在、没弯弯绕的心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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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诚超市新上任的董事

长、总经理杜建成向快报记
者表示：换这个大萝卜的标
志，我们内部也有过一些争
论，我们知道“南京大萝卜”
在一些场合有贬低南京人的
意思，但是现在在大多数的
情况下，“南京大萝卜”是用

来称赞南京人朴素实在的。
杜建成说，在福建、台湾

等地，萝卜又叫“菜头”，而
菜头又跟“彩头”谐音，华诚
超市此举，也是为了讨一个
“好彩头”。

“我也受到了麦当劳的

启发，我四岁的女儿上个月
拿了蜡笔在家里涂鸦，全画

的是一堆大大小小的‘M’，
我问她这是什么？她说是麦

当劳。我当时就想，华诚做了
十几年的超市了，但是图案
一直让消费者记不住，这就
是失败。”杜建成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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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南大学经管院李东教

授认为，在新的社会文化条件
下，过去一些老的称呼有了新
的含义，比如过去说“天上九
头鸟、地上湖北佬”，湖北人
会生气，可是现在湖北人自己
都把九头鸟注册为商标，就是
要突出九头鸟的办法多、做事

果断的霸气来。南京人能否给
“南京大萝卜” 赋予新的含
义，能否接受这个华诚的“大
萝卜”策略，倒是一道新题
目。 >?@A 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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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快报爱心记者工
作站吗？我急着要请一个保

姆，请你们帮帮忙呀……”
自从2月2日，快报刊登了
《爱心记者找来贴心保姆》
一文后，记者已经接到 46
个类似求助电话。为了解决
年底“保姆荒”难题，从今
天起，快报“爱心工作站”

牵线搭桥，为大家在生活南
京网站建立一个论坛，要找
保姆的，想做保姆的，都过
来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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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这两天，可算是跑

断了腿呀！”家住玄武区后
宰门的贺文兵，这两天跑
了多家中介，劳务市场也
去了，可就是没有找到一
个保姆。贺文兵说，母亲74
岁了，患有中风，如今半身
不遂，离不开人照顾。哥

哥、姐姐都在外地上班，他
一个人留在母亲身边。平
时，他请了一个保姆照顾
母亲。“保姆人不错，可明
天就要回老家了，我留不
住人家呀。”贺文兵说，保
姆走后，母亲就没有人照

顾了，他现在愿意高薪聘
请保姆。为解燃眉之急，记
者临时求助红花地社区主
任王照怡。截至记者发稿
时，王照怡已经为贺文兵
请到了一个保姆，双方还
见了一个面，并初步达成

了雇佣协议。
像这样的事，我们两天

之内，已经解决了20起，不

过我们发现这并不能根本
解决问题。这不，家住玄武

区北极西村的荣女士给我
们打来了电话，说她的母亲
中风需要人照顾，保姆过年
也要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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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闹“保姆荒”时，

我们也发现不少人想做临
时保姆，却找不到主家。
市民朱女士就是其中一
位。朱女士今年 50岁，目
前在一家单位打工，2月
15日单位将放假，她就闲
下来了。

朱女士说，她的孩子在
国外留学，今年她将一个
人在南京过年，随着节日
临近，她却一天天寂寞起
来。“做保姆照顾别人，也
让我自己有个伴，还能挣
点钱，供儿子上学。”朱女

士说，这是她想做临时保
姆的初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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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女士的家是一居室的
拆迁安置房，实用面积不足
30平方米，尽管 1997年买
下这套房子只需 2万多元，
但刚离婚的她还是凑不足这

么多钱，只好领取了房产租
赁证，每月交 60多元的房
租。单身一人的封女士，单位
改制后就去各地打工。“我
当时就想拼命苦钱，等凑足
了，好把房子买下来。”封女
士说。

由于担心房子涨价后还
是无力购买，她便先后找到雨
花台区拆迁办、康益开发公
司。“可是跑了好几年，到现
在一直拖着，没能买到房
子。”封女士说，2002年她曾
填过一张表格，可以按照每平

方米850元的价格买下房子，
这份表格交给了康业房产经
营公司，之后便杳无音信。
“现在我攒了一笔钱，很想买
这套房子，可又买不下来，不
知道哪里出了问题。”

随后，记者与康益开发公

司相科长取得联系。相科长热
情地表示现在就整理封女士
的房改购房资料，下一周就报
到雨花台区房改办，届时雨花
台区房改办将会把她的资料
上报至南京市房改办，逐级审

批。因为程序比较多，整个过
程大概需要4个月时间，他请
封女士静候佳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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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我并不富有，但一
直以来就有一个愿望，想资助
一个贫困家庭的小孩子。”昨
天，快报“爱心记者工作站”

的热线13770596060十分火
爆，在南京打工的马伯春来到
快报办公室，希望记者能帮他
找到一个贫困家庭的小女孩，
每月资助她100元不成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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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岁的马伯春老家在浙

江余姚，来南京打工快 4年
了，每天开面包车帮人运货，
闲暇时还会做点小生意，除
去吃饭和日常开销，他每月
能攒下1200元钱。日子并不
富裕，不过想资助一个贫困
家庭的孩子的想法，由来已

久了。
1999年，马伯春离异了，

儿子判给了前妻。别人给他介
绍了两三个女子，可是他付出
了金钱和感情，到头来每次都
只落了个伤心。“与其把钱花
去找女朋友，倒还不如去做一

件有意义的事。”马伯春说，
多年的经历，让他坚定了把精
力、金钱放在资助一个贫困家
庭孩子身上。

对于受助对象，马伯春
说最好是正在读小学的女
孩，家境贫困，品学兼优。他

坦诚地告诉记者，自己的儿
子学习不好，因此他想资助
一个爱学习的孩子，希望她
将来能有出息。“我只能尽
我的力帮她一把，只要她将
来孝敬父母，对我并不需要
感恩戴德。”他表示，他打算

以后从每月的工资里拿出大

约100元，补贴小女孩及其
家人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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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随后将马伯春的心

愿转告了安品街社区，董玉
兰主任联系上了一个家境贫
困、学习优异的小女孩婷婷
（小名）。昨天下午，记者和
马伯春一起，来到了小婷婷
位于仓巷29号的家。

婷婷的妈妈徐红艳拄着

拐杖，艰难地出门招呼马伯
春和记者。32岁的她，2005
年患上了骨盆肿瘤，住院开
刀前后花掉了五六万元。原
本还能靠卖一些小百货维持
生计，可现在，她从腰到腿部
疼痛得厉害，并且还有肿瘤

不断长出来，只能在家休息。
这是个多灾多难的三口之
家，1997年刚结婚不久，丈
夫柳立胜就遭遇车祸，汽车
玻璃从鼻子下方一直扎到了
颈部，2002年左眼又被铁屑
打穿，一年后，柳立胜的右眼

又被浓碱烧伤了。
“我们俩都没有工作，可

孩子要上学，一家人要生活，
靠200多元的低保金是不够
的。”徐红艳说着说着忍不

住流下眼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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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伯春坐在婷婷家的小

院子里，聆听着徐红艳的诉
说。这时，9岁的婷婷从奶奶
家回来了，小女孩红扑扑的
脸蛋，两条麻花辫活泼可爱，
说起话来显得有些腼腆。

婷婷在朝天宫民族小学
读三年级了，她拿出自己的成

绩单，马伯春认真地看了一遍
老师的评语。“婷婷的成绩真
不错，一二年级都是全班数一
数二的呀！”他高兴地夸奖婷
婷，“以后有什么困难，尽管打
叔叔电话，我会尽量帮助你。”

由于父母的身体都不

好，平时放假也没人陪婷婷
出去玩。马伯春欣然提议：
“我只要有空，可以带你们和
婷婷一起去公园啊！”他还
和徐红艳互留了电话号码，
以后要长期保持联系。“婷
婷需要买学习用品，我可以

出钱，看病的钱不够，也可以
打电话告诉我。以后还要争
取多挣点钱，就可以给婷婷
更多的资助。”听完他的话，
徐红艳感激得直抹眼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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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昨天下午在新街口
采访时发现，厚厚的门帘确
实给逛商场的市民带来不少
麻烦。在某商场门口，门帘一

共有两层，外面是一层透明
软橡胶做成的，里面一层则
是厚厚的红色棉布，不管进
去还是出来根本看不到对面
到底是不是有人。经常是里
面外面的人同时掀门帘，一
不小心就会撞个满怀或是

“头碰头”。市民张小姐告诉
记者，“我每次走这种门帘的
时候都特别小心，就是害怕
和对面的人撞到一起。一般
都是先用手把门帘掀起一
点，看看对面没人，才赶快
‘钻’过去”。

难道这个小麻烦就没有
办法解决吗？有！在采访中记
者也发现，金鹰、中商等一些

商场已经意识到原先门帘的
缺点，正在更换一种 “带窗
户”的门帘：这种门帘造型和
原先的棉门帘一样，只是在中
间一米六的位置留出一个用
透明材料做成的“窗户”，透
过这个“窗户”，可以很清楚

地看到对面有没有人，也好提
前避让或者错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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