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迟美兰老人（中）拉着来慰问的社区工作人员的手，脸上绽开了开
心的笑容。

开心老太绽笑容
本报记者 栾月琳 通讯员 班计划 文/图

敲开北下街办事处星月社区居民迟美兰的家门，看见社区工作人
员到来，老人脸上立即挂满了笑容。

71岁的迟美兰这辈子的经历可谓坎坷。1957年，十几岁的迟美兰
从山东省莱阳市一所中等师范专科学校毕业，第二年分配来到郑州市从
事教育工作，先在一所小学当体育教师，后调入机关从事基层扫盲教育
工作。60年代初，中央号召从农村出来的城市职工，积极返乡支援农业
生产，迟美兰积极响应，主动向组织申请，回原籍去参加农业生产劳动。
迟美兰带着儿女回到山东，原籍的农业生产队以村里没有粮食、无法养
活更多人口为由，不愿接收迟美兰一家，无奈迟美兰又回到郑州。

工作失去了，户口迁移手续也在辗转途中丢失了，迟美兰一家成了
“黑户”，她靠打临时工养活年幼的儿女。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央落实
政策，由于种种原因，迟美兰的档案材料丢失，有关政策无法具体落实。

迟美兰多次反映情况，但问题一直没有得到解决。北京奥运会前
夕，北下街办事处开展“听民声、解民忧、送法律上门”活动。在走访过
程中，办事处得知了迟美兰的情况，决定由星月社区主任韩素芳、社区
委员张淑芳等人，专人负责照顾、帮助这位七旬老人反映问题。为此，
韩素芳、张淑芳多次往返有关部门和迟美兰原单位之间，不断为老人奔
走呼吁。

郑州市开展“万人大接访”活动，韩素芳、张淑芳带着迟美兰老人向
有关领导当面反映情况。在多方查证相关证明人和证明材料后，有关
部门证实了老人的身份，并按规定落实了有关政策，如今老人已经按月
领到了退休工资。

拖了47年的问题终于解决了，久违的笑容又挂在了老人的脸上。

五个“闺女”一个“儿”
本报记者 刘玉娟 通讯员 李庆伟 吕福有 文/图

“妈，祝您生日快乐……闭上眼睛许个愿，吹蜡烛！”昨日，是郑煤集
团职工家属吕桂莲老人的 86岁生日，就在这个特殊的“生日Party”上，
老人一下子幸福地认下了五个“闺女”一个“儿”，幸福的泪花挂在老妈
妈满是皱纹的脸上。

“妈，今儿可是您的生日，咱得高高兴兴的！”“妈是高兴的，没有你
们的照顾，我这把老骨头早就入地了。”昨日中午，在吕桂莲老人的家
里，矿区居委会工作人员来为老人祝寿。

吕桂莲老人在 20 多年前嫁给在裴沟矿食堂上班的黄老百。10 年
前，老黄去世后，吕桂莲老人就是孤身一人生活。老伴去世后不久，人
们发现吕桂莲老人耳背了，眼花了，出门竟然拄上了拐杖。2000年的一
个冬日，居委会工作人员在一次走访中，发现吕桂莲老人身边没有一个
亲人，日常生活没人照顾，热心公益的社区工作人员杨喜玲当即自告奋
勇担当起了这个任务。就这样，每天上班前、下班后，她一准要到老人
屋里转转。发现老人咳嗽了，她忙着抓药，哄着让老人服下；老人大小
便失禁，她就给老人擦洗，换洗衣服床单。老人喜欢晒太阳，不管再忙，
她总是一手拉着老太太，一手掂着凳子，把老人安排妥当。9年了，难怪
每次老人在小区里晒太阳时，总在众人面前提起她的玲，她说：“不知道
我哪辈子积了德，摊上俺玲这个好闺女。”

居委会主任代亮得知杨喜玲对待吕桂莲如同亲妈一样，心中十分
欣喜，逢年过节或是遇上老人身体有病，身为主任的他更是第一个跑到
老人身边去帮忙。同在居委会工作的朱晓平、尚书焕、王红丽姐妹看到
杨喜玲整天为老人忙里忙外，人都累瘦了，也都默默地支援她。去年冬
天，看到老人盖的被子薄，五姐妹攒钱为老人买来了电热毯。五姐妹三
天两头往老人那里跑，洗衣、做饭、忙这忙那，生怕老人受委屈、生怕老
人寂寞。

老人生日这天，大伙凑钱在面包房为吕妈妈定做了一个新鲜福寿
蛋糕，纷纷和杨喜玲一样喊“妈”，乐得吕桂莲老人笑得眼睛眯成一条
缝。她笑着说：“我有五个闺女儿一个儿，一个比一个亲，我可要多活几
年好好享福啊！”

“大伙认定吴奎修老人就是俺社区的
‘活雷锋’！他做的好事儿多了，小区哪儿的
路面有个坑洼，他不吭声就去给填平了；哪儿
的花坛破损了，他去垒好；谁的自行车坏了，
只要他听说，总是自告奋勇去帮忙摆弄好
……”昨日，在中原区绿东村街道桐柏社区，
社区主任刘香凤说起“社区活雷锋”吴奎修，
赞不绝口。

昨日上午，在中原区绿东村街道桐柏社
区，正在一处花坛里垒花池的吴奎修听说记者
专门来采访自己，这位73岁的老人搓着满是泥
污的双手一时不知说什么好。吴师傅介绍自
己就住在该社区110号院4号楼，十多年前从
市蔬菜公司退休，闲下来时，他总想找点儿事

儿做。附近一位邻居介绍
说，吴奎修老人和老伴俩
人平时也并不十分轻闲，
不仅每天忙乎着为上班的
孩子们准备午饭，中间还
接送孙子上学和放学，可
老吴就是闲不住，瞅见楼
院哪里不卫生，或者是有
啥不顺眼，他就默默无闻
地自己动手干起来。十多
年了，小区里原本坑坑洼
洼的路面不知被老吴修修
补补了多少回。他将自家
的自行车打气筒放在小区
门口，让居民们免费使
用。只要他得空，他还主
动帮院里的居民修理自行
车。

“10多年了，每年冬天，俺社区办公室里
的土暖炉总是老吴帮忙弄。还有俺社区办公
室后面的一个垃圾池，也是吴师傅一砖一瓦
动手帮助大伙修建的。”社区主任刘香凤介绍
说，因为有了吴奎修老师傅的义务帮助，每天
一上班，办公室的同志们总能享受到温暖。

听了大伙对自己的赞誉，吴奎修老人显
得颇有些不好意思，他摆摆手说：“都是街坊
邻居，为大家做点小事儿都是应该的。再说，
我就图个活动和健身，大伙满意，我自己心里
也舒坦，也算一举多得！”在吴奎修老人的家
里，他的老伴路居荣老人开朗地笑着对记者
说：“他为大伙做点好事儿，还锻炼了身体，总
比坐街头打牌强！”

社区活雷锋
本报记者 刘玉娟 文/图

歌舞飞扬
本报记者 安群英 通讯员 石美

昨日下午，记者到京广路办事处冯春社
区采访时，窗外雪花飘散，室内练功热闹，文
化活动让社区居民生活美滋滋，乐呵呵。

冯春社区有三支秧歌队，一支腰鼓队，一
支太极拳队。晨曦小区一个3000多平方米的
大广场，被郑州市命名为“魅力郑州、欢乐中
原”特色文化广场，是热爱文化生活居民的舞
台。晴好天气，在美丽的喷泉旁边歌舞习剑，
已经成为小区居民生活的一部分，成为小区
一道靓丽的风景。社区九名工作人员，人人
能歌善舞。社区退休职工、老党员发挥作用，
像一根针把爱好文化生活的居民组织起来，
天天有排练，周周有活动，跳腻了秧歌老三
样，社区派张小平学习东北大秧歌，投入资金
买来了锣鼓家伙，服装鞋帽，文化活动日日

新。郑州市连续多年开展的邻居节、第四届
读书节、2008年在郑州举行的亚洲艺术节，活
动地点都设在冯春社区。

在歌声中认识邻居，以舞蹈认识朋友，冯
春社区还有一段佳话。社区一位居民的表姐
从新乡来郑串亲戚，看到居民每天练习锣鼓
秧歌，忍不住参加了。当过幼儿园园长的她，
一亮相就被居民推上了文艺教练的宝座。21
号院有一位陈老先生也喜欢文化，先后丧偶
的两人以文化生活为媒介，谱写了一曲温馨
的夕阳恋情。

冯春社区包括晨曦小区、春晖小区、冯庄
小区、美好佳苑等几个小区，丰富多彩的文化
活动让邻居们成为朋友，邻居之间相处更加
甜美和谐。

社区服务“娘子军 ”
本报记者 刘招 通讯员 杨军张云培

在中原区建设路街道办事处，有这
样一个特殊的群体——劳动保障所，15
个人中有 12 个人是女同志，她们的心里
印着辖区每一位困难职工和失业人员的
详细情况，从2003年到现在，她们成功帮
助了1000多名困难、失业人员重新就业。

就业服务一条龙
建设路街道办事处下辖8个社区，分

别设有社区劳动保障工作站，每个工作
站都配有专管员和协管员，为就业困难
人员提供“一条龙”的就业服务。

2008 年年初，辖区居民刘蓓失业又
离异，并供养一个上大学的女儿。到建
设路办事处劳动保障中心求职登记，经
多次推荐均未成功，在得知张倍想学糕
点师后，社区专管员张缨和协管员赵伦
英自己花钱联系到了一个糕点师为刘蓓

授课，并把她带到面包房手把手教她各种

糕点的制作。一个月后，张倍在桐柏路某

面包房上班，薪水是她以前的两倍。

角落里的锦旗
在省五建社区，一次居民来办事，看

到角落里放置的一面感谢锦旗，不解地

问：这么好的荣誉，为什么不挂在醒目

的位置啊？社区劳动保障工作站专管

员闫金灵平静地说：“为困难职工做点

事儿是我们基层社保人员应该的，职工

给我们送锦旗，我们不能得意，更不想
张扬。”

闫金灵做劳保工作已经 6 年了，辖
区 46 岁的居民张德，2008 年年初失业，
本人无专业技术，没有认可的资历，多处
求职屡屡碰壁。闫金灵入户调查时了解
到这个情况后，为其建立台账，将本人情
况录入信息库，将应聘单位挨个匹配，通
过查询筛选确定了郑州某商贸有限公
司。闫金灵实地去该公司考察，发现该
公司所需岗位的劳动强度非常大，不适

合张德的身体状况。随后联系了某物业
公司，张德当上了保安。

引导创业铺路搭桥
为使辖区下岗失业人员实现就业，

积极为他们送政策转变观念，送经验增
强信心，送信息提供岗位，为他们的就业
铺路搭桥。

马春和夏雨夫妻二人从中原制药厂
下岗后，生活陷入窘迫中，中心医院社区
劳动保障专管员黄霞到他们家给他们排
忧解难，在黄霞和其他劳保人员的帮助
下，马春和夏雨夫妻二人的“玛雅美人服
饰”专卖店开张了。随后，社区担保、帮
助办理了小额贷款，夫妇两人的干劲更
足了。经过一年的苦心经营，服饰店生
意红火，也使他们的生活发生了很大的
变化。

为了一张照片
本报记者 陈亚洲 通讯员 刘国保

“民警同志，能不能尽快帮我女儿照张相，办身份证？”2月
23日上午，惠济区黄河桥村村民贾安军带着女儿急匆匆地来到
惠济区公安分局黄河南岸派出所，一进门就焦急地向负责户籍
的副所长毛松霞求助。

“行，马上准备照相。”毛松霞爽快答应。谁知，派出所电脑
信息采集系统出现了故障，民警正在进行维修，暂时不能办理身
份证照相业务。

“这可怎么办？”女孩喃喃自语，一时显得十分着急，因为她
当天下午就要乘火车去西安了，如果办不成，就得再等很长时
间。

毛松霞得知此情况后，为不耽误时间，当即决定驾驶警车带
贾先生和女孩去附近派出所采集照片。

很快来到了古荥派出所，毛松霞一问该所电脑系统出现了
同样问题，照片又没有拍成。

“不要紧，我们到大河路派出所去拍照。”毛松霞边说边发
动警车，没有一分钟的耽搁，不多久就赶到了大河路派出所。不
料，此所因电力系统故障导致全所断电。

“我这一出门长时间回不来，要用身份证咋办？”女孩搓着
手着急地说。

“不要着急，我再想想办法。”毛松霞立即用电话联系，得
知新城派出所可以进行照片采集。于是，她带着贾先生父女
前往。

在新城派出所，女孩终于顺利地拍完了照片。此时已是中
午了。考虑到女孩下午要赶火车，毛松霞就赶紧开车将这对父
女送回家。贾先生十分感激地说：“真是没想到，民警为我女儿
办身份证拍照片，跑了4个派出所，来回奔波数十里！”

退管站里故事多
本报记者 王璇郑磊 实习生 岳淼 文/图

“社区就是俺的贴心人啊，俺在这儿就像在自己家一样温
暖。”记者一走进铁英社区退管站，不少离退休职工纷纷竖起大
拇指。

工作人员告诉记者，离退休人员实行社会化管理后，他们
深入辖区居民家里，了解每位离退休职工的身体和生活状况，
特别是老弱病残、行走不便的老人，他们常常把服务送到老人
家中、床前。

“俺儿女工作忙，都忘了俺的生日了，想不到你们还都记
得！”不久前，社区退休人员李大妈过八十大寿，工作人员买来
蛋糕和鲜花给她庆祝生日。老人流下了激动的泪水，拉着工作
人员的手久久不愿松开。

乍暖还寒时，也是老人容易生病的时候。退管站的工作人
员了解到辖区有两位老人患病，立刻提着慰问品去家里看望患
病在床的张孝英老人，去武警医院探望正在住院的张振轩老
人，并耐心询问老人家里有无困难，并附送上了社区的“便民服
务卡”，以便老人在有困难的时候能够及时和社区联系。

“社区真是俺的贴心人。”社区工作人员无微不至的关怀，
如同一阵春风温暖了老人的心，一句温馨的话，一份薄礼，凝聚
的是一颗关怀的心！

为了让离退休老人活得更精彩，退管站的工作人员还精心
组织了具有挑战性和趣味性的文体娱乐活动，让老人们在强身
健体的同时，又陶冶了情操。

舞者像花儿一样绽放
——姜锦和孩子们的舞蹈梦

本报记者 王璇 实习生 岳淼 文/图

与舞蹈一路同行
昨天上午，记者来到银星少

儿艺校，学校墙壁上挂着许多孩
子在舞台上一展风采的照片，橱
柜里也摆满了奖杯。在旁边舞
蹈训练房里，记者见到了这些奖
杯背后的英雄姜锦。

“我是非常喜欢舞蹈的，一
直都把舞蹈当作我生命里的一
部分。而且教孩子们跳舞也让
我充满了快乐。”姜老师说，她的
教学内容包括芭蕾舞、中国舞、
民族舞等。

1995年，姜锦从北京舞蹈学
院毕业后，拿到了《高级教师资
格证书》，毕业之后在高等专科
学校从事舞蹈教学。业余时间，
有个别家长请她教孩子跳舞，这
一教就是十多年，她越来越离不
开舞蹈这个行业，也更喜欢和孩
子们相处。

训练中的“魔鬼”老师
学习舞蹈的姜锦，深谙舞蹈

的精髓。她要求孩子们在跳舞
时不仅要面带笑容，还要舞姿

美，神态好。她始终认为，舞蹈
跳得再怎么好，动作再怎么整
齐，面孔总是板着的，跳出来的
舞是不会吸引观众的。除了强
调孩子们跳舞时的表情外，对孩
子们的基本功训练和综合能力
的培养也是不容疏忽的。在教
学过程中，姜锦对孩子们的动作
是非常严格的。

“一堂课下来十几个孩子
几乎都哭过,但是却都能完成规
定的训练动作,孩子们哭一两声
就自己打住,马上又去做下一个
动作,紧张地安排把她们累得都
没有时间酝酿感情去长时间号
啕。对孩子们不严厉是不行
的。”但是生活中，姜老师就像妈
妈一样无微不至地关怀着孩子
们，让孩子们感受到了温暖，同
时也让她们更加喜爱舞蹈。

舞姿翩翩诲人不倦
家长们之所以把孩子送来，

不仅由于他们对姜锦教育思想
的认同，还有她对孩子的热爱。
姜锦常说：“孩子们的世界就像

是清晨的露珠一样透明纯洁，只
要用爱心和智慧的泉水来浇灌，
就一定能收获沉甸甸的教育硕
果。”

今年八岁的瑶瑶，是一个
酷爱舞蹈的孩子，她的愿望就
是穿着天鹅裙站在舞台上。但
是几年前，瑶瑶父母离异了，母
亲在一家公司当清洁工，生活
十分清贫。上学后，母亲因家
中困难让女儿放弃舞蹈，姜老
师得知这个消息后，拿出家里
的积蓄帮助瑶瑶，并找到她的
母亲谈心，孩子热爱舞蹈不应
该放弃。在姜老师的努力下，
瑶瑶又留了下来，继续实现她
心中的梦想。

“舞蹈是我的生命，我会把
我所学的知识传授给喜爱舞蹈的
孩子们，吃再多的苦我也愿意。”
为了孩子，学无止境是她对自己
最基本的要求。空闲时候姜锦都
会出去充电，学习更多更先进的
教学知识，以提高教学水平。让
孩子们走向自己的大舞台梦想。

她是一名舞蹈者，
热爱舞蹈；她是一名舞蹈
老师，总喜欢用自己的方
式教孩子跳舞。她就是
郑州银星少儿艺校的舞
蹈老师姜锦。她说，她要
让每一位学生都能在舞
台上表现自己，成为一颗
颗耀眼的“童星”。几年
来，她给孩子们创造了许
多从小舞台走向大社会
的机会……她常说：“应
该让孩子们在艺术中体
会到快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