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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着瘫痪背着瘫痪居民去康检居民去康检
本报记者 王影 文/图

在城北路社区，流传着这样一个
故事：为了使辖区瘫痪居民宋红年享
受到社区提供的免费康检，社区主任
张丽带领社区工作人员，5年来轮流义
务背宋红年去康检。

今年 40 岁的宋红年，7 岁时从树
上摔伤落下了半身瘫痪，30多年来一
直靠轮椅生活，丧失了工作能力。去
年的一场意外，宋红年的丈夫又中电
身亡，身边留下一个 15岁的儿子还在
上初中。

每到康检的那天，城东路办事处
城北路社区主任张丽和同事早早来到
宋红年家里，背着她去做社区举办的
一年一度的康检，这样一背就是 5年。
由于常年瘫痪，宋红年的双腿已经没
法打弯儿，趴在背上根本使不上劲儿，
张丽和同事总是轮换着背，往往都是

一头大汗。
街坊们告诉记者，逢年过节，张丽

和社区的工作人员都提着东西来宋红
年家，就连她家小孩儿的衣服都是张
丽和社区的工作人员给买的。

宋红年打开家里的冰箱，说道：“这
还是元宵节时主任他们一家人在我们
这儿包的饺子，足足五袋儿，让我和儿
子早上煮着吃。”孩子给记者看他的书
包、文具还有一些课外书籍，“这些都是
张姨和社区其他的好心阿姨、叔叔送来
的，他们叫我好好学习，挣钱了为妈妈
治病。”

社区还专门给宋红年和儿子申办
了全额低保、居民医保，以及一级残疾
的补助，一个月有 950元的补助，为宋
红年一家提供了基本生活保障。

大学生“保姆队”来了
本报记者 高凯 文/图

在金水区轻院社区，活跃着
一支“大学生保姆队”，他们都是来
自附近高校的学生，定期来到社区
为退休教师、残疾人、孤寡老人整
理房间、洗衣服、打扫庭院等，给社
区老人们的生活带来了温暖。

昨日又是“保姆”们登门服务
的日子，记者随同他们一同来到
了社区。

在居民张大妈家中，“大学
生保姆”们挽起袖子，拿起扫把、
鸡毛掸，提起水桶，有打扫卫生

的，有洗衣服的，也有浇花草的，
忙得不亦乐乎。热情的张大妈
也来回跑着端茶倒水，温馨的场
景就像是一家人在进行家庭大
扫除。

“他们过一段时间就会来一
次，孩子们真是太好了，打扫卫
生，清理楼道，给我讲讲学校的故
事，就好像是一家人。”张大妈高
兴地说。

随后，记者又来到社区一些
孤寡老人、残疾人的家中，这些地
方同样有“保姆”们忙碌的身影和
温馨的场面。

忙完了家里的事情，为了
给老人们解闷，“保姆”们还把
老人们从家中带到阳光明媚的
小区中，围坐在一起讲故事、拉
家常。

据社区工作人员介绍，除了
帮助老人和弱势群体，志愿者们
还经常在社区进行节能减排、消
防、卫生等方面的宣传，受到了居
民们的欢迎。

日子好过了
主动退低保

本报记者 刘玉娟 通讯员 牧金

“日子好过了，俺不想再吃低保了，把低保户指标让给更
需要的家庭吧。”昨日，一位居民来到绿东村街道绿原社区主
动提出退保申请，让社区的同志很受感动。

昨日上午，中原区绿东村街道绿原社区老乔庄居民张萍
一早来到社区办公室，把一面绣有“热情服务 为民着想”的烫
金锦旗送给社区，同时郑重提出了退掉低保的请求。原来，
张萍原是市区一家染织厂的女工，这几年由于工厂经营不景
气而面临倒闭。两个孩子在上小学，家中还有年迈多病的老
父亲需要照顾，全家人的生计，全靠她的爱人在外打临时工
维持。社区了解到这一情况后，主动帮助张萍一家申请了最
低生活保障，又明确了由社区社保员弓松琴与张萍结为一对
一的帮扶对子。社区掌握的社保招聘信息一有适合张萍的，
弓松琴就马上介绍给她，有单位招聘下岗大龄人员，社区也
极力把张萍推荐上。如今，在社区的帮助下，张萍有了一份
从事家政服务的工作，就这样，一家的生活逐渐稳定了下
来。前不久，张萍原来的工厂为她办理了退休手续，加上这
部分退休金，生活有了较大改善。于是，张萍随即就产生了
退低保的想法。

在社区办公室，张萍诚恳地说：“在最困难的时候，是社
区帮助我们一家渡过难关。我真心地感谢社区，希望自己今
后也能成为一名社区志愿者，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手足情深 邻里情浓
本报记者 刘玉娟 通讯员 王凤生 文/图

一位是 94 岁的哥哥，一位
是86岁的弟弟，因为哥哥终生未
娶，担心哥哥老境孤独的弟弟放
弃了充满天伦之乐的家，同哥哥
一起生活。昨日，老哥病了，着
急上火的老弟出门招呼一声，没
想到一下子竟然来了那么多热
心人。

“听说许大爷生病了，今天
社区有好几拨人来家看他，老爷
子心里一高兴，身子一下子轻松
好多！”昨日，接读者反映，记者
来到中原区绿东村街道桐柏社

区许文寨老人家，正巧看到不少
街坊邻居围拢在许文寨老人身
边，老人看上去神采奕奕，精神
很好。“就是洗个澡着了点儿凉，
身上感觉沉困，就给俺弟儿吓得
大惊小怪，一下招来这么多人来
关心我！”许文寨老人介绍，他今
年 94 岁了，上世纪 50 年代末从
郑州印染厂退休，因为终生未
娶，所以一直一个人生活。两年
前，弟弟许丙文不放心他一个人
生活，就搬过来与他同吃同住。

“俺弟有家，儿女都在身边，可他

为了照顾我，跟我一起住。”言谈
间，许文寨老人对老弟和自己之
间的手足情深为感动。

86 岁的许丙文老人告诉记
者，作为弟弟的他确实放不下
上了年纪的哥哥一个人生活。
但通过近两年和哥哥的相处，
他感觉哥哥身边充满了关爱，
尤其是街坊邻居和桐柏社区巡
防队员，经常来家打扫卫生帮
忙干活。

老哥俩说，有众街坊关爱，
心里感觉很温暖。

献血明星李建霞
本报记者 郑磊王璇 实习生 岳淼

从三年前第一次献血，到如今义务献血成为一种生活习
惯，她就是汝河小区的“好管家”李建霞。

“我以前接受过别人的帮助，现在献点血帮助更多的人，
让这种爱心一直延续下去。再说了，献血对身体很有益处，
能促进血液更新。”昨日上午，记者在汝河小区办事处见到了
这位献血“明星”李建霞，刚一落座，李大姐就向记者道出了
其中的原委：原来，八年前她怀上了双胞胎，分娩时导致大出
血，输了大量的血才抢救过来。从此，怀着一颗感恩之心的
李建霞，就开始了她义务献血的生活。几年来，她共献血 12
次，献血量超过2400毫升。

在汝河小区办事处刘敏的眼中，李建霞不但“名声在
外”，也是小区内有名的“好管家”。

汝河小区 93岁的孤寡老人齐凌云，无依无靠，行动很不
方便，平日里靠吃低保过日子。了解情况后，李建霞就经常
带着日常用品，来到老人家里走访慰问，陪老人聊天，帮着整
理房间，做些家务，如今，孤苦伶仃的老人看到她都亲切地直
喊闺女。

不久前，社区一户居民家中因电线老化导致发生火灾，
李建霞知道后，立即放下手中的碗筷，提着水桶一路小跑到
现场，指挥居民提水灭火，在随后赶到的消防官兵协助下，终
于消除了险情。到家后，她这才发现自己全身衣服都湿透
了，鞋子里灌的都是水。

管的都是些芝麻蒜皮的“小事”，身为小区副主任的李建
霞却忙活得有滋有味，把调解劝慰、助人为乐当作一种享受，
她本人也多次被评为社区先进工作者，被授予“优秀城市美
容师”、“优秀调解员”称号。

社区自办百家讲坛
本报记者 高凯 通讯员 刘智勇

“作为居民，要热爱社区，关心社区建设”，“社区干部要
主动发现居民的需求，社区需要这样的好管家。”昨日，人民
路办事处“社区百家讲坛”在辖区社区正式开讲，这个“社区
百家讲坛”来的是居民和社区干部，他们是为社区居民们的
满与不满而来。

来自工人新村社区的居民张先生走上了讲台，他说：“现
在社区环保是个问题，虽然这个事情关心的人不少，但很多
人不知道应该怎么做，这就需要社区给予引导。要带着居民
一起干，通过热心环保的居民带动，让大家都来参与环
保。”

老张话一说完，台下响起热烈的掌声。接着，一名年轻
社区干部走上台去，结合社区的情况和大家一起分析区环保
工作，并当场记录居民提出的意见，大家你一句，我一言，场
面好不热闹。

“其实这样的方式挺好，虽然社区干部和居民天天都能
见，但真正大家坐在一起讨论问题的时间确实很少，‘百家
讲坛’一开，不仅拉近了社区干部和居民之间的关系，也让
社区干部了解到以后应该在哪些方面努力。”一位居民对记
者说。

据介绍，今后，“社区百家讲坛”将定期在辖区社区举行，
话题有社区干部管理、助困、社区卫生、治安等。

服务通传递关爱情
本报记者 栾月琳 通讯员 魏世杰

前两天，社区居民张大妈的
儿媳收到一条手机短信：“据天
气预报，明日我市将出现大风降
温天气，社区提醒老年朋友注意
保暖防病！”

一种用于社区和居民间相
互联系、沟通、交流的短信互通
平台，近日在管城回族区南关街
道办事处仁寿里社区开通使用，
名为“社区服务通”的短信联系

平台是利用中国移动短信“飞
信”业务建立的，能够连通社区
每户居民手机，社区有重要通知
事项可用短信直接发送至居民
手机，居民如有问题咨询，也可
通过短信发送至社区电脑，工作
人员将给予及时详尽的解答。
居民通过“社区服务通”使用手
机收、发短信全免费。

在“社区服务通”平台，居民

被按楼院分为不同的“好友群”，
每个楼院“好友群”又被分为“常
住户”和“流动户”两大类。社区
工作人员介绍，这样可以照顾不
同类型居民。

短信服务平台开通后，已有
多户居民通过短信及时得到社
区帮助，有人找到了合适的出租
房屋，有人及时带孩子去注射免
疫疫苗。

当个义务服务员
本报记者 安群英 通讯员 刘双建

“先生，你们几位里边请。”“请问你们要吃点什么？”……
铁英街上的一家餐馆生意格外红火。近几日，餐馆的别样服
务员，为本就红火的餐馆平添了不少人气。这批由建中街街
道办事处职工充当的义务服务员，帮助了老板、服务了顾客，
丰富了自己的成长经历。

围着围裙的女职工小张正一手托着饺子皮，一手用勺子
放馅儿，随着双手使劲一捏，一个胖乎乎的大饺子包好了。“小
张，先把包好的饺子端过来。”王师傅喊道。“知道了”，小张说
着把十几个包好的饺子送了过去。“这是第三次催我了”，小张
偷偷跟记者抱怨，习惯了办公室工作的她今天包的饺子比以
往包的总和还多。下午1点多，店里的顾客渐渐变少，餐馆老
板老李笑着对小张说：“累坏了吧？你坐下歇会吧。”小张抹了
把汗，重重地坐在椅子上。

随后，记者从建中街办事处了解到，此次活动被命名为
“角色互换”，是办事处为促使职工珍惜工作机会、实现岗位成
才而特别策划的，涉及到辖区 10家餐馆和一个职工食堂，参
与职工近60人。

大学生志愿者
联袂社区演出

本报记者 张立 通讯员 郭燕岭

几天前，长兴路办事处银河社区居民在家门口观看一场
内容丰富的文艺演出。这是由银河社区与郑州大学体育学院
青年志愿者联合举办的“共建精神文明，花开和谐社区”文艺
演出。

舞台上，一个个优秀的文艺节目，使到场居民如痴如醉；
一个个与观众互动的环节，更是激发了居民们的参与热情，整
个广场变成了一个巨大的“快乐大本营”。大学生志愿者们表
演的古筝《渔舟唱晚》、民族舞蹈《扇舞丹青》，银河社区文艺队
表演的抖空竹、太极健身球《爱我中华》等节目受到观众的热
烈欢迎。

居民张大爷说：“文化送到社区，让我们非常高兴，演出不
仅丰富了我们的文化生活，让我们看到了当代大学生的风采，
也让我们感受到社区居委会对居民的关心。”

演出期间，办事处还开展了法律、安全、计划生育知识宣
传，丰富了社区居民的业余文化生活。

和谐邻里体谅多
本报记者 刘玉娟 通讯员 张波

昨日上午8点多，秦岭办事处巡防队员赵玉川和队友巡逻
到秦岭路秦江花园院5号楼3单元时，一位居民急匆匆地向他
们求助说，从四楼到二楼的楼梯上全是水，并且正一直向下蔓
延。两名队员听后，赶忙随老汉顺着楼梯找到水流“源头”。
发现水流是从四楼西户居民家中流出，队员上前敲门数下，却
没人应答。在楼下，一位姓刘的居民告诉巡防队员，这家主人
在热电厂上班，昨晚下中班眼下可能正在家睡觉。队员又返
回楼上敲门，终把睡梦中的房主叫醒。

一起床看到卧室和客厅的木地板上全是水，李先生大惊
失色。他下中班后又看电视到凌晨4点才睡觉，听到敲门醒来
一下床，两只脚全都踩在了水里了，经过众邻居和巡防队员查
找，结果发现李先生家厨房的自来水管阀门接口处断裂。

李先生随即打电话联系正在上班的三楼邻居范先生。
等范先生回到家打开房门，发现家中成了“水帘洞”，客厅沙
发和两个卧室的被褥等物均被天花板上的水打湿。“肇事户
主”李先生一边道歉，一边急忙帮忙清理，倒是范先生不紧不
慢地笑着说：“咱先把你家地板上的水扫了，我这儿才不会成

‘水帘洞’！”大伙说笑着，一起进入李先生家打扫“水灾战
场”。最后，经过众邻居和巡防队员的帮助，一个多小时后，水
才被扫干净。

计生直通车
载满情和爱

本报记者 靳刚 通讯员 张晓蕾 实习生 王自忠 文/图

“这是计生‘直通车’，如果需要政策咨询，技术服务，或
其他方面帮助的都可以拨打上面的热线电话。”昨天上午，在
城南路一商户门前，西大街计生工作人员李州军正在为商户
分发一张张的小卡片。

记者看到，卡片上印着人口和计划生育便民服务“直通
车”的字样，上面还印有计生宣管员的名字、照片、服务热线，
背面则印着政策宣传、优生优育、技术服务、生殖保健、便民维
权、药具发放等9项服务内容。

“别小看这小小的计生‘直通车’，3年来，我管辖的范围
没有出现计生违章现象，这小小的卡片可帮了大忙了。”李州
军说，“我管辖的区域内有几百个商户，光育龄妇女就有 100
多个，办事处印制了计生‘直通车’后，省了我不少的事。我分
发给商户的当天晚上就有人打来电话，告诉我有一个商户的
爱人怀孕了，但没有办理准生证等证件。我第二天一问果然
是，我就立即督促她办理，并帮她准备了相关的资料。”

后来，“直通车”越来越热起来，商户们许多不了解的政策，
可以通过电话询问，需要办理证件时，先打个电话询问清楚都
需要什么材料。不好意思当面说的隐私，也可以通过“直通车”
说说，有些外来商户把“直通车”当成了心理热线，在家里受气
后，拨打“直通车”进行倾诉，并询问相关的法律知识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