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6 责编 张学臣 校对 宋 利

电话 67655637 E－mail:zzrbqjxw＠sina.com2008年10月13日 星期一 区街新闻
ZHENGZHOU DAILY

社区故事社区故事社区故事社区故事社区故事社区故事社区故事社区故事社区故事社区故事社区故事社区故事社区故事社区故事社区故事社区故事社区故事社区故事社区故事社区故事社区故事社区故事社区故事社区故事社区故事社区故事社区故事社区故事社区故事社区故事社区故事

区街动态

2008年6月19日 星期五

民营养老机构护工难招难留
本报讯（记者 安群英 实习生 李胤

梁爽 文/图）锣鼓咚咚唱大戏，五保老人
在工作人员的搀扶下欢喜入驻养老机
构。在今年重阳节，一家公办养老机构举
行的开张庆典弥漫着温馨喜庆的气氛，但
到此祝贺的民营养老机构负责人的表情
却有些许无奈，护工难招已经成为他们的
共同话题，也成为困扰着民间社会养老机
构发展的瓶颈。

“我们非常缺人，帮我们介绍一些
吧。”恒爱养老集团的负责人赵莹向记者发
出呼吁。去年她在惠济区开业的第二个养
老院当时就有20多位老人入驻，现在已经
达到100多位，但只有20多位护工，也只能
紧紧张张的照顾好现有老人。由于护工难
招，她所设想的与海南山东等地开展异地
养老的计划也不得不暂时搁浅。

护工工作待遇低，工作量大，没有节
假日等是这个职业冷清的原因。赵莹分
析说，凡是要求专人护理的老人大多偏瘫
在床生活不能自理，吃饭走路洗澡等活动
都要靠护工专人护理，任务非常重，但限
于民营机构的经济实力，护工的工资每月
只有700元到900元，还没有交纳养老金、
失业保障金等。养老院护工的工作量比
一般的家政服务人员要大，但工资待遇却
上不去，这是许多人不愿意到民营敬老院

当护工的原因。
敬老院的护工是个特殊群体，不仅

要具有饮食营养等医学护理知识，还需要
一颗爱心，从业要求不低，但工作待遇不
高，这也是造成民间养老机构护工荒的原

因。另一家民营机构的负责人说，当护工
这个职业的风险也比较大，老人万一出现
碰撞摔伤等情况，有时候还要招来家人的
指责，从业人员的队伍目前存在着很大的
不稳定性。

“你愿意到民营养老机构当护工
吗”？当记者就这个话题采访一些求职的
大学生时，大部分学生笑而不答。而一些
学生则表示，到敬老院开展一些活动奉献
一份爱心则可以，但把它当成一个职业则
不现实，工资待遇和发展前途是不得不考
虑的问题。

相对于民营养老机构出现的护工难
护工荒等问题，公办养老机构的日子还算
过得去，护工有编制，政府负责交纳养老
保险等三金，免去了他们的后顾之忧。一
些人士建议，民营养老机构能否享受政府
财政的阳光，也像公办的养老机构一样，
享受同样的政府资金补贴，政府给护工交
纳“三金”，让养老机构能够留住人，更好
地为老人提供服务。还有的家属建议，政
府能否对入驻民营敬老院 70岁以上的老
人给予补贴，贴补养老院的服务经费的不
足，让社会更好地做到爱老敬老。

“老人吃喝玩乐都不愁，最愁的是招
不来护工。”今年的重阳节在敬老爱老的
温馨氛围中已经过去，但其中隐藏的护工
荒问题却凸显出来，引起有关部门的重
视。市民政局负责人在听到有关呼声时
也表示，他们正在研究这方面的政策，学
习借鉴其他一些地市的先进经验，寻找解
决民营养老机构的护工短缺的办法。

一对“冤家”和好了
本报记者 高凯 通讯员 拜涛赵端午

住在金水区张砦南街1号院的靳秀云老太这两天心情特
别好，尤其是见到了住在自家楼上的赵女士，两个人就像是久
违的老朋友一样，总有说不完的话。邻居们对这二人的突然
亲密感到十分迷惑，因为就在不久前，两个人还是吵了白天闹
黑夜的“死对头”。

曾经争吵不休的一对冤家，为什么成了亲密好友呢？
两个多月前，靳老太家的卫生间顶部开始漏水，严重时

就好像是在下小雨。起初，靳老太以为是楼上的赵女士忘关
水管，就写纸条贴在赵女士的门上。可两个多星期过去了，卫
生间内滴水更严重。于是，靳老太就找赵女士理论，可赵女士
却说，她家卫生间根本没有管道出现断裂，并警告靳老太不要
在她家门上乱贴。就这样，两家因为这件事情言语不和结下
了“仇”，接着就是没完没了的争吵。

事情迟迟不能解决，使 60多岁、腿脚不灵便的靳老太苦
不堪言。两个多月来，她每天都是步行到外边找厕所。一个
多星期前的早上，靳老太外出找厕所时，碰上了社区平安服务
站站长郑金红，就顺便将这件事告诉了老郑，没想到当天上
午，老郑就跑到赵女士家中去调解，但赵女士连门都没有给老
郑开。老郑并不气馁，每天都要登门去拜访，直到赵女士答应
了和老郑一起到靳老太家中体验生活一天。体验后，赵女士
主动承认了错误，并找人进行了维修，同时还给了靳老太一些
赔偿。“如果没有社区平安服务站的帮助，我还得天天上‘长途
厕所’，老婆子我打心眼里感谢社区平安服务站的热心帮助。”
靳老太高兴地说。

其实，过去像这样大大小小的纠纷在靳老太所住的八栋
楼社区里比比皆是。为了解决彻底改变八栋楼社区的居住环
境，杜岭街办事处在该社区成立了由社区主任任站长，社区

“两委”班子、社区民警为成员的平安建设服务站，设立综合治
理工作室、群众工作室、人民调解和法律工作室等，分别担负
治安防范、群众工作、民调及法律咨询等任务，并招募义务信
息员、义务矛盾纠纷调解员入驻社区开展民事调解、法律咨询
服务活动。

据了解，建站一年多来，该站共调解矛盾纠纷百十余起，
使居民之间关系更加融洽，生活更幸福。

当了19年“管事妈”
本报记者 刘玉娟

提起中原中路一社区的杨素芹大妈，许多居民都会说：
“老杨这个社区主任当得有特点，她是个典型的‘和事佬’、‘管
事妈’，谁家有啥麻缠事儿，谁跟谁闹红脸生矛盾，她都管，并
且一管到底，直到把事儿给摆平了！”昨日，记者慕名找到 70
出头的杨阿姨，聆听当了19年社区主任的杨素芹大妈是如何
帮居民把“事儿”给摆平的。

看见杨素芹主任，是在她办公室，不知是因为忙于手头的
活，还是因为谦虚，她对记者说：“我没啥先进事儿。”倒是居民
和她的同事们，逮住记者说个不停。中原中路一社区人口近
5000 人，住户 1380 户，有市纺织品公司、郑棉六厂、齿轮厂等
近十个单位的家属楼 44 幢，属于多个单位组成的混合社区，
在管理上存在一定难度。几年前，就有人曾对杨素芹泼冷水
说：“这个社区不好管，你一个老太太能有多大精力？”

2005年，伏牛路131号院6号楼的居民因为公摊水费的事
儿，与一家水管经常漏水的住户发生矛盾，大伙不愿每户多摊
200多元公摊水费，而那户住户则不愿单独承担过多的公摊水
费，于是居民们最后闹到杨素芹那儿。了解事情的原委后，杨
素芹跑到那户水管经常漏水的住户家里，向户主说明情况，并
说服教育道：“是你家的水管坏了没有及时修，造成公摊水费
过高，你家应该适当多摊些，其他住户也同意适当负担些，你
应该感谢这些邻居才是，不应该发生纠纷……”经过一番诚恳
的说服教育，最后这户居民表示同意。6号楼的许多居民们满
意地表示：“杨主任给我们解决了一件头疼事儿！”同样，131号
院有 3 栋楼的居民也因为单位安装的公共集体水表，邻里之
间也经常为公摊水费的事“战事不断”。杨素芹得知后，为从
根本上解决问题，她先后 20 次找到市自来水公司，要求协调
解决居民一户一表问题。自来水公司同意为三栋楼免费安装
上了一户一表，居民们为此兴高采烈。

“有困难，找社区杨主任。”这句话是社区居民们经常听到
的。居民王女士 30 多岁无工作，精神有障碍，时常在家庭里
发生过激行为，亲人都不敢接近她。杨素芹看到她情绪低落，
生活上一时陷入困境，为了防止她发生意外，于是一方面找她
的家人做工作，一方面主动帮助安置照顾她的生活，以一颗慈
母般的心在生活上关心她，开导安慰她。在两个多月的时间
里，每天晚上，杨素芹将王女士安置在社区办公室睡觉，并且
她陪着她一起住；一日三餐顿顿给她买饭，直到她情绪好转。
王女士病情好转后，内心对杨主任十分感激和依恋，她拉着杨
主任的手连声道谢，甚至在随后的好长时间，她经常跑到社区
找杨主任聊天。

说起这么多年在社区所做的一些具体的民调工作，杨素
芹颇多感慨。她说：“邻里和睦是社区和谐的保证，辖区稳定
是社会稳定的基础。群众的事儿再小，对社区来说也是大
事。千方百计帮居民群众把事儿办好，居民群众心情舒畅了，
矛盾化解了，情绪理顺了，社区也就和谐了。”

情系国策18载
——记计划生育宣传员邢小荣

本报记者 陈亚洲 通讯员 岳金河谢超 文/图

55 岁的邢小荣担任惠济区古
荥镇纪公庙村二组的计划生育宣
传员已经18年了，她不计个人名利
得失，计划生育思想工作做得丝丝
入扣，深受育龄妇女的欢迎。

国策宣传做到家
纪公庙村二组有育龄妇女五

六十个，每次进行康检时，邢小荣
总是挨家挨户地上门做思想工作，
动员育龄妇女们准时前去检查。
有时遭到计生户的拒绝，听到难听
的话，她也从不生气，仍苦口婆心
地进行说服。

有一次，邢小荣深入村组通知
一名育龄妇女去康检，到这名妇女
家里没找到，到田间也没见，就又返
回这名妇女家中，见到了这名妇女
的婆婆，一问才知这名妇女到市里
去了。邢小荣就借用她家的电话通
知了这名妇女，没想到这个婆婆竟
然说邢小荣浪费她家的电话费。

“打了这个电话多少钱，我来
出。”邢小荣心平气和地边说边掏
出钱。

邢小荣的举动，终于感动了这
个婆婆，这下她倒不好意思了，红
着脸对邢小荣说：“等我儿媳妇一
回来，就让她去康检。”

带头只要一个孩
“计划生育任务完不成，我就

整夜睡不着，虽然工作中没少受委
屈，但我觉得值！”邢小荣说这话
时，眼里含着泪花，讲述了一个前
不久发生的故事。

7 月上旬，古荥镇计生办要对
育龄妇女进行孕检，邢小荣就把工
作提前安排好，大部分育龄妇女都
去检查了，可一名家住堂李的外县
打工者，总是以生意忙为由不去。

一趟、两趟不行，就跑三趟，一
连三天，邢小荣骑着她那辆旧自行
车去通知。最后一次，她的自行车
在途中出了毛病不能骑了，蹲在路
边忍不住抹起了眼泪，可想到任务

还没有完成，就推着车徒步赶到这
名育龄妇女的商店，累得一下子瘫
坐在门口，仍耐心地开导这名妇
女。最后，这名育龄妇女终于被感
动了，放下生意来到镇计生办做了
孕检。

“光说不行，要用实际行动来
影响别人。”在计划生育工作中，邢
小荣深深懂得身教重于言教的道
理。因此，她的独生儿子媳妇生了
孩子后，就动员儿子、儿媳妇领取
了独生子女证。

致富不忘计生户
邢小荣养兔多年，还办起了

“豫龙种兔场”。她致富后，引导计
生户家庭也来养兔。

有段时间，她发现村里有好多
计生户家中的老年人无事可干，整
天打麻将、玩扑克，就把自己的种
兔送给这些不能外出打工的老年
人饲养。计生户王爱君的婆婆王
大妈高兴得逢人就夸：“自从养了
兔子，觉得身子骨硬朗了，心情也
好了，真是太谢谢邢小荣的帮助
呀！”

谈到今后的工作，刑小荣爽
快地说：“计生工作虽然辛苦不
好做，每月只拿几十元补贴，但
我不图那点钱，我还会做下去，
因为计划生育是国家大事，做计
生宣传员是为国家作贡献、尽义
务，我乐意。”

迎宾路办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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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张立 通讯员 张超 韩军胜）日前，惠

济区迎宾路街道办事处弓庄村村委会为全体村民免费
安装了“电子狗”。这种红外线电子报警器被安装在各
家的围墙上，帮助村民“看家”。

弓庄村位于城乡接合部，外来人口多，人员流动
大，另外村里不少家庭年轻人在外工作，到了夏天，很
多居民还是习惯开窗纳凉睡觉，容易让犯罪分子有可
乘之机。一些不法分子往往趁此时采用“钓鱼”的办
法，在夜里防范能力较弱时将贼手伸入窗内窃取钱财，
给居民带来极大的安全隐患。

这次由村委出资 20 多万元，免费向全村发放的
“电子狗”采用红外线照射和声控装置，村民可以将它
安装在室外合适的位置，晚上睡觉前打开开关，一旦有
人靠近，“电子狗”将会发出鸣报声，唤醒主人。

昨日上午，金水区杜岭街办事处在人民公园东门举行慈善捐款活动，由老党
员、老战士、社会知名人士、大学生、企业家等组成的募捐志愿者队伍来到路人中
间，动员人们为慈善事业奉献爱心。 本报记者 高 凯通讯员 宋 娜摄

我市第一个“慈善日”来临之际，金水区实验小学开展“慈善同行，献一片爱
心”主题活动，老师捐献出一天工资，学生捐献出一天的零花钱，全校师生共计捐
出6501.8元爱心款。 本报记者 丁友明 摄

新事凡人

城东路办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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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靳刚 通讯员 王瑞萍）近日，在城东

路办事处商城东路 1号院，经常会看到晚饭后的居民
聚集在楼下，你一言我一语，气氛热烈。一打听，才知
道是小区的居民正在评选文明家庭。

一个小小的活动，激起了小区居民的参与热情，
通过居民代表大会、公示和集中投票，最终选出了 70
个文明家庭。得到文明家庭牌子的李大爷非常高兴
地说：“办事处还制作了文明家庭牌，悬挂于家门口，
感觉很神气，小孙子见谁就说自己家是文明家庭。”

新当选的市级文明家庭代表杜春花，是小区的
热心人，小区谁家有了事都喜欢找杜阿姨帮忙。“我
已经在床上躺了 3 年了，可是我老伴儿不识字，儿女
在外地打工，多亏了杜大姐啊，如果不是她上门帮我
收集材料，又亲自去给我办理，我这把身子骨早晚会
把家拖垮的。”小区一位已经瘫痪 3 年的刘先生满怀
感激地说。

惠济区

为社区居民送健康为社区居民送健康为社区居民送健康为社区居民送健康为社区居民送健康为社区居民送健康为社区居民送健康为社区居民送健康为社区居民送健康为社区居民送健康为社区居民送健康为社区居民送健康为社区居民送健康为社区居民送健康为社区居民送健康为社区居民送健康为社区居民送健康为社区居民送健康为社区居民送健康为社区居民送健康为社区居民送健康为社区居民送健康为社区居民送健康为社区居民送健康为社区居民送健康为社区居民送健康为社区居民送健康为社区居民送健康为社区居民送健康为社区居民送健康为社区居民送健康
本报讯（记者 张立）“小儿秋季腹泻怎么办？三聚

氰胺主要有啥用？对人体有什么危害？……”昨日上
午，东风路同乐广场，惠济区卫生局组织辖区150多名
医护人员，为居民提供健康咨询义诊。今后两三个月
内，医护人员将连续开展这样的活动。

惠济区卫生局负责人说，今天的活动仅仅是一个
开始，今后每个周末，医护人员都会到社区和乡村开
展义诊和咨询，还将为群众开办“卫生健康大讲堂”、

“片医就在你身边”等系列活动，在秋冬季节的疾病高
发期，为居民提供家门口的免费医疗服务。

二七区

紧紧紧紧紧紧紧紧紧紧紧紧紧紧紧紧紧紧紧紧紧紧紧紧紧紧紧紧紧紧紧急呼叫器方便老人急呼叫器方便老人急呼叫器方便老人急呼叫器方便老人急呼叫器方便老人急呼叫器方便老人急呼叫器方便老人急呼叫器方便老人急呼叫器方便老人急呼叫器方便老人急呼叫器方便老人急呼叫器方便老人急呼叫器方便老人急呼叫器方便老人急呼叫器方便老人急呼叫器方便老人急呼叫器方便老人急呼叫器方便老人急呼叫器方便老人急呼叫器方便老人急呼叫器方便老人急呼叫器方便老人急呼叫器方便老人急呼叫器方便老人急呼叫器方便老人急呼叫器方便老人急呼叫器方便老人急呼叫器方便老人急呼叫器方便老人急呼叫器方便老人急呼叫器方便老人
本报讯（记者 安群英 通讯员 熊建国）近日，郑

州市二七区为 37 位孤寡老人安装了紧急呼叫器，提
前落实了今年该区政府向辖区群众承诺的 10件实事
之一。

紧急呼叫器主要用于孤寡老人在突然患病等急
需帮助时的求救，呼叫器的开关安装在老人随手可触
摸得到的地方，另一端安装在社区或街道办事处的值
班室，需要时，老人一按开关，工作人员几分钟内就可
到达老人身旁，极大地方便了孤寡老人的生活。老人
们对紧急呼叫器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对政府的这项
惠民政策深表感谢。安装过程，区民政局和社区的工
作人员对老人的生活起居、家庭情况进行了详细询问
和记录，并耐心给老人们讲解呼叫器的使用方法。目
前已有11个街道办的37位孤寡老人享受到了这项服
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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