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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几天，“无人零售”概

念股再次活跃，而马云的无人

便利店也在杭州正式开门迎

客，这让年轻人感叹科技改变

生活体验的同时，也期盼着北京能有这样的

无人售卖商店。

殊不知，在石景山法海寺山脚下，就有一

家小店提供无人售卖矿泉水服务，为赶路、爬

山的行人解决了口渴无处买水的窘迫。

山下小店 扫码自取水

近日傍晚时分，记者来到法海寺山脚下

的四柏一孔桥，这里因为四棵柏树从桥身两

侧长出而得名。尽管天色将晚，仍然有不少

居民往山上行走，桥下已经没有溪水流过。

在紧挨着桥头东侧的位置，是一家售卖

茶叶和茶具的小店。小店锁着门，不过店外

窗台上却摆放着矿泉水以及其他饮料，地上

还放着一整箱已经开封的矿泉水。

在小店的灰色外墙上，贴有一张醒目的白

纸，上面附有二维码图案，还写有矿泉水2元/

瓶、扫一扫微信支付、可付现金、可自取等字样，

甚至连小店的WIFI账号和密码都写在了纸上。

记者透过窗户可以看到，小店内货架上

摆放着茶叶、茶具，店内环境优雅，不时有路

人从此经过，看到地上放着的矿泉水以及纸

上所写内容，都不禁发出感叹，“这个有点儿

意思啊。”有路人如是说。

老板讲述 本来不卖水

随后，记者在小桥旁找到了正在打电话

的茶店老板娘，她看到记者来采访此事，颇有

些不好意思。据老板娘邓尚莉介绍，这个自

助售水其实已经有一年多的时间了，茶店本

来是不售卖矿泉水、饮料的，只因推门进来想

买水的路人太多了。

邓女士说，从最近的模式口东里穿过村

子一路走到这里，大约需要20分钟的时间，

而沿途几乎没有小卖部，经常有步行上山的

人口渴难耐却无处买水。还有从法海寺看完

壁画出来的游客，也来询问是否售卖矿泉水，

“小店本来是卖茶叶的，问的人多了，确实大

家也需要，我就捎带手卖矿泉水和饮料，还有

纸巾问的人也不少。”

最开始只是在店内售卖，后来邓女士发现

路人每天上山、下山的时间都不固定，有的人

早晨5点钟甚至凌晨3点钟就来此爬山，夜里

12点还有人从山上下来，“我就想，如果这些人

口渴怎么办，还有午休时段我回家吃饭正好有

人想买水怎么办，于是就想到了这个办法。”

当被问到是否有钱款对不上的时候，邓

女士笑着说，肯定是有的，不过主动付款的还

是多数，“不会用手机支付的，也可以付现金，

有一次我外出回来，发现篮子里有20多块钱

现金就放在店外。”

邓女士说，矿泉水自取一般都是在早上开

门前晚上关门后，“无人售卖”时一天能卖出去

几瓶到十几瓶，丢失的不到三分之一，有时也

会有人过段时间送钱过来。

暖心之举 打动陌生人

只是简单售卖矿泉水和饮料的小店，此

举却让大家倍感暖心。在需要清凉的酷暑天

气，不少人看到了表示，这样清新的暖心之举

多多益善。在对店主的善良给予肯定的同

时，也有人建议店主可以通过配备技术手段

如安装监控摄像头，来提高路人的自我约束

能力。更有人直接指出，这种销售模式不适

合中国，“反正我是不敢！”。

有路人询问老板娘，遇到白拿水不给钱

导致亏钱时怎么办，老板娘淡然地笑着说，

“拿就拿呗，谁都有口渴的时候，谁都有没带

钱的时候，就当是做一件善事了。”

文并摄/记者 胡晓宁

7月8日，石景山社区学院

2017届专科、本科毕业庆典隆

重举行。共有 601 位业余大

学、开放大学的本专科同学毕

业，400余名毕业生代表身穿

毕业服出席了典礼，不能到会

的毕业生通过现场直播同步观

看了毕业庆典的盛况。

毕业庆典在雄壮的国歌声

中拉开了序幕。来自校企合作

专业首钢保卫处的同学们用诗

朗诵《感恩与成长》表达了对母

校的感恩、不舍和对未来的自

信与向往。会计专业本科毕业

生、65岁的井玉祥同学借一首

《启航》娓娓道来大学生活中那

些温暖的记忆和不忘初心、不

断前行的追求与梦想。孙玉萍

老师看着她的学生们——幼儿

艺术教育专业毕业生表演的

《毕业歌》，激动地说：“愿这些

学生们，创造辉煌的明天！”

杨文霞校长发表了热情洋

溢的致辞，，嘱托大家牢记“求

实有道，取景有方”的校训，在

未来书写人生更好风景。杨校

长对即将离校的同学们寄予了

三点厚望：一要以感恩与担当

肩负责任，守望幸福；二要以执

着和热情终身学习、追求优秀；

三要以追梦与圆梦不断前行、

绽放光华。

北京开放大学蔡大鹏副校

长用“感动”表达了当时的心情，

感动于庆典上毕业生的青春、自

信与可爱，感动于成人高校毕业

生追随梦想的执着。他对毕业

生提出三点希望：永保进取之

心，脚踏实地，在困难与奋斗中

修身；坚守责任之心，勇于担当，

在创造与奉献中书写人生；保持

豁达之心，热爱生活，用真诚与

智慧开启幸福之门。

文/记者 李畅

本人金娟于 2015 年 9月

28日在恒大御景湾购车位一

套，车位号为47-401。但因个

人原因其房屋发票不慎丢失。

发票编号为：02611454，发票

金额为220000元整。特此登

报声明作废

“各位朋友莫着急，交通

安全要牢记。来到路口要注

意，生命安全是第一。”在石景

山区杨庄东口十字路口，一位

“柠檬黄”边打快板，边用洪亮的声音宣传交

通安全。一位五岁左右的小朋友说：“妈妈，

红灯了，别走了。”女士不好意思地说：“好，停

下来，还能听快板呢！”

石景山区公共文明协调办公室副主任赵

宝海告诉记者，打快板的公共文明引导员是

王会增师傅。引导员早晚高峰时，在路口引

导行人、非机动车文明通行。王师傅打快板

宣传交通安全，可以减少人们等红灯时的烦

躁，同时，清脆的快板声，能引起大家的注意；

以前引导员说，红灯了，别走了。有人说，哪

凉快，哪待着去！用快板词来劝说违反交法

的人，能做到柔性管理，效果不错。

有位骑自行车的先生看到红灯亮了，但

不想下车等。王师傅打着快板说：“先生红灯

已经亮，停车等待保安康！”那位先生笑着停

了下来，说：“师傅竹板打得响，来把交通安全

讲。我怕迟到扣了奖，红灯亮了分秒抢。”“打

竹板来竹板响，平安总比扣钱强。明日请您

早起床，从容上班不慌张。”那位先生竖起了

大拇指，等红灯的人们都笑了。

王会增师傅告诉记者，他理解早高峰时，人

们担心上班迟到的心情。晚高峰时，人们归心似

箭也无可厚非，但是安全永远是第一位。于是他

用快板这轻松的方式，留住闯红灯人的脚步。

一位等红灯的行人告诉记者：“听到了引

导员的浅显易记、亲切、幽默的快板词，在通

过路口时，我会自觉地等绿灯亮了再通行。”

一位学生笑道：“为引导员点赞！”

文并摄/记者 李畅

您见过可以单手握住，切开后瓜肉是红、

橙、黄相间的彩虹西瓜吗？日前，这种来自顺

平县白云乡的特色西瓜在位于石景山区鲁谷

的物美沁山水店上市了。

超市里专门负责促销彩虹西瓜的小柯告诉

记者，彩虹西瓜小巧玲珑单个瓜重3斤左右，皮

特别薄，比普通西瓜要甜上一点。有黄皮红瓤、

绿皮红瓤、绿皮蛋黄瓤、绿皮彩虹瓤等品种，颜

色不同，味道不同。现在超市售卖的主要是彩

虹瓤，瓤质酥脆香甜可口，是无化肥农药的纯绿

色食品。虽然刚售卖没几天，但销量还不错。

彩虹西瓜的皮太薄，不能像别的西瓜那

样在地上拖秧生长，必须搭上架子吊起来长，

这样也保证了光照更均匀，瓜形更圆，口感更

甜。种植过程中不施化肥农药，一个藤上只

生长一个西瓜。白云乡彩虹西瓜现在的售价

是500克3.5元，单个西瓜十元左右，与前几

年动辄一百元一个的其它彩虹西瓜相比，更

能被百姓接受。

正在挑选彩虹西瓜的顾客崔女生说：“昨

天带孩子来超市，她看到这么小巧可爱的西

瓜偏要买一个，回家一尝真是不错。这种大

小也适合一家三口一次吃完，免去了大西瓜

一次吃不完，存放到冰箱口感变差的烦恼。

今天多买一个给父母送去，让他们尝尝这好

吃又能献爱心的西瓜。”

由石景山区到顺平县帮扶挂职的副县长

李晨介绍：特色彩虹西瓜来自石景山区对口帮

扶河北省顺平县精准扶贫西瓜种植项目，产自

顺平县最大的深度贫困村——白云乡常大

村。目前，在物美设立西瓜展示售卖专柜，使

顺平县农产品走进石景山区大型超市。今后

还将在超市、特产店、大卖场、批发市场等经营

网点，设立顺平县特色农产品销售专柜，将优

质农产品配送到京西，进一步丰富京西地区的

菜篮子和果篮子。 文并摄/记者 龚羲

茶店老板不在时路人可以自取水后扫码付钱

“打竹板来竹板响平安总比扣钱强”

十元扶贫瓜来石景山啦
百元彩虹西瓜降身价超市里只卖三块五一斤

公共文明引导员王会增打着快板劝行人莫闯红灯

模式口村

杨庄东口

遗失声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