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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大学生干部义务维权
本报记者 王璇 通讯员 张菊花

“有事找书记，代理找小徐，书记讲道理，
小徐讲法律。”在郑州市二七区永安街 35号
院，居民流传着这样一句顺口溜。小徐叫徐
克镜，毕业于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目前是二
七区永安社区的主任助理。

学有所用 认真为居民维权
“刚上班，我就遇到件棘手的事，不过我

运用法律知识，解决得还不错。”昨日上午，记
者在永安社区见到了小徐。

永安街 35 号院原来是个无主管楼院，
生活环境和安全都存在隐患。去年 1 月，
社区请来一家物业公司管理这个楼院。
半年之后，虽然生活环境得到了改善，但

院内商贩自由出入，盗窃现象时有发生。
业主与物业有了矛盾，部分居民甚至要求
另聘物业。

徐 克 镜 知 道 情 况 后 ，主 动 加 入 到 业
主委员会讨论中，他翻阅当初双方签订
的物业入驻合同，发现合同中明确规定
物业有维护辖区安全、保持小区秩序等
管理义务，业主委员会有权要求物业履
行 合 同 义 务 。 他 把 自 己 的 看 法 告 诉 大
家，并同业主委员会主任一起到小区物
业，运用法律知识加以分析，物业公司认
识到自己的错误，在加强小区治安方面
采取了很多措施，永安街 35 号院的环境
和安全从此越来越好了。

走街串户 巧断邻里小“摩擦”
前不久，建中大院 15 号楼的张阿姨，

下班回家后发现自己在楼道晾晒的毛毯
烧成了一堆灰，气得破口大骂，并到社区
状告邻居用汽油烧了毛毯。小徐听完后，
立刻和张阿姨来到楼道，仔细查看现场，
他用手指蘸了一些残留液，发现是水而不
是汽油。他们敲开了邻居家的大门，原来
是在家的邻居闻到了一股焦煳气味，打开
门发现毛毯在燃烧，赶紧端出一盆水浇灭
了火苗，只是还没来得及给张阿姨说。知
道真相的张阿姨，握着邻居的手，连说谢
谢，两邻居和好如初。

为民代言 执著奔波苦亦乐
前段时间的一场大雨过后，保全街的振

兴大院 9号楼下面出现了大面积积水，且气
味刺鼻、臭气熏天。居住在此的居民介绍，9
号楼下面有一个化粪池，已经连续 4年都没
有疏通和外排了。

徐克镜把这个情况和居民的意见用文字
形式报送给了建中街办事处和二七区房管
局，并连续三天到郑铁房管局协调。经过他
的不懈努力，郑铁房管局派来了施工队，对化
粪池进行了整修。

“为居民代言，做居民律师，是我最大的
快乐。”这是徐克镜的心声。

捡来的花园
本报记者 靳刚 通讯员 王瑞萍 文/图

今年已古稀之年的张德老人，把别人
扔掉的花捡回来，栽在社区的荒地上，5年
来，他栽种的花发展到近百株、30多个品
种，小花园也由原来的几平方米发展到20
多平方米。

昨日，记者来到管城区城东路办事处
电子技术学院社区，看到在16号楼后面有
一个20多平方米的小花园，小花园里品种
繁多的花草生机勃勃。一位精神矍铄的

古稀老人，正从地上挖出一盆花，送给社
区中的居民张女士。张女士笑呵呵地说：

“这个小花园不是社区建的，而是这位张
德老人开荒地建成的，这片花园中的花全
是老人捡拾别人废弃的花，经过精心种植
又起死回生的。”

2005年，一个偶然的机会，张德老人
得知社区里张军一家要搬到市郊去，因无
暇顾及，打算把养了多年的花草全扔掉，

不忍心看着那么多花被扔掉，就在张军搬
走的前一天，找到张军夫妇。张军夫妇本
是爱花之人，就很乐意地把花都送给了张
德。

为把这些花养好，本来不太会养花的
张德老人买来不少养花的书，自己钻研，
有时还趁下楼散步向别人请教，不久，张
德养花越来越在行了。

张德老人居住的楼后、临路的地方有
一片空地，原来是绿化带，因后面的楼要
拆，居民都搬走了，这片地就荒了。张德
就找来工具，“开发”这片地，他把自己家
里的花草和从张军家搬来的花都移栽到
整好的地里。

后来张德老人又发现，一些居民时不
时就会扔些快要枯死的花，有的搬家也会
把花扔掉，张德老人就把这些花都捡起
来，移栽到小花园里。

5 年过去了，花园中栽种的花发展
到了近百株、30 多个品种，小花园也由
原来的几平方米发展到 20 多平方米。
里面还搭起了葡萄架，下面放些桌椅，
供人们闲坐。这个小花园俨然成了一个
小休闲园。

茶余饭后，不少居民就会来这里散
步，欣赏花草。有的居民不会养花，但很
羡慕这里的花草，张德老人就会把花草送
给他，并给他讲解养护知识。这个小花园
成了居民的花草苗圃，有人开玩笑地说：

“张德老人都成养花专业户了。”

相濡以沫夫妻情
本报记者 刘玉娟 文/图

“少年夫妻老来伴”，这话对于结婚55年来悉
心照顾丈夫 25年的张竹钧来说太贴切了。说起
照顾丈夫这事儿，张竹钧深情地说：“夫妻之间就
该互相照顾，年轻时我是个病秧子，俺老头照顾
我。25年前他瘫了，轮我照顾他了。”

昨日上午，记者来到华山路天天馨苑小区
1 号楼 7 单元的张竹钧老人家中。张竹钧正在
手脚利麻地给老伴换衣服。她的老伴儿刘怀
钜安静地坐在轮椅上，86 岁的高龄看上去面色
红润。“竹钧人好啊，她已经照顾我 25 年了！”
听到记者来采访妻子，刘怀钜大伯主动介绍。
回忆起年轻时光的温馨往事，两位老人相视而
笑，看得出彼此间的深厚感情。张竹钧说，她
今年 78 岁了，30 年前从罗寨小学退休。1967
年她突患脑炎，丈夫刘怀钜背着她四处求医问
药，直到把她的病奇迹一样治好。“没想到，到
1974 年我的病刚好，他却走不动了，先是查出

患上严重的骨质增生，后来又得了脑出血。”
说到老伴的病，张竹钧眼圈泛红。“25 年了，伺
候他，说不累是假的。”张竹钧说，有一次她在
外面买菜很累，刚进门却听到老伴在卧室敲打
便盆示意她。进去一看，盆里臭烘烘一堆，床
上也被尿湿一大片。她忍不住抱怨道：“老伙
计，我刚回来，你就给我准备好了！”看到妻子
劳累的样子，轮椅上的刘怀钜拿着拐杖试图想
自己将便盆推向卫生间。看着老伴费劲的样
子，张竹钧心疼得掉泪了……

在两位老人的客厅里，记者看到电脑、电视
等家用电器一应俱全，甚至两间卧室也各放一台
大彩电。张竹钧说，她和老伴俩人退休金加一起
四五千元，经济较为宽裕。虽然五个子女也多次
提出，将他们接在身边照顾，可她却不愿意。她
说：“孩子们都有工作，俺俩二人世界过得很好，
只要我能动弹，我想一直照顾他！”

空巢老人有了伴
本报记者高凯 通讯员吴茜文/图

家住金明街 82岁的“空巢老人”罗峰家昨
天有个喜事儿，孤单了数年的她身边有“伴儿”
了，这个“伴儿”是在民警帮助下，由医院和网通
公司共同为她安装的一个“医用紧急呼叫器”。
老人身体有什么不适，只要一摁按钮，救护车马
上就能停在家门口。

在安装紧急呼叫器的现场，罗峰老人显得
非常激动，她拉住工作人员和民警问这问那，脸
上始终是兴奋的笑容。

“一个上了年纪的人,就害怕有个紧急事情
的时候,找不来个帮手,现在好了，再也不用担心
了。”罗峰老人对记者说。

据社区民警小张讲，罗峰老人的儿子和儿
媳都在外地，自从老伴儿去世后，罗峰老人一直
是一个人孤单的生活。民警上门为其换办身份
证时知道了她的情况，还了解到老人这段时间
心脏一直不好。

民警考虑到罗峰老人一个人在家可能会有
紧急病情出现，就联系医院和网通公司帮助老
人申请了“医用紧急呼叫器”,以帮助她应对突
发的病情。

安装好呼叫器后，工作人员将老人的个
人信息、住址等情况录入系统，之后老人试
着用呼叫器和 120 急救中心进行联系，对方
马上有电话打了过来，老人接到电话后，兴
奋不已。

社区工作人员给老人讲解使用方法。

有事还得靠社区
记者 栾月琳 通讯员 梅竹时淑萍

困扰北庆里 20 多户居民用水难问题终
于圆满解决，居住在此几十年的居民感叹：
社区真正为我们分忧解难，有事儿还得依靠
社区！

北庆里位于管城回族区南关街道办事处新
天地社区，是一处无物业主管的老居民区。几
个月之前，北庆里居民发现，水表的数字与居民
实际用水量有很大差距。 居民随即向自来水
公司专管人员反映问题，经技术勘查认定为地
下水管老化，加之相邻地区建筑施工，工地大量
的施工机械产生震动效应，导致地下管道破裂，
出现跑水、冒水、滴水、漏水现象。

为此，几位居民曾找施工单位理论，但施工
单位对漏水问题有不同看法，不应该承担责
任。为此，几位居民与施工单位员工发生了争
执。

问题反映到了新天地社区，社区工作人员
实地查看情况，首先与自来水公司联系，向有关
部门讲明北庆里居民的实际生活情况，请求公
司在政策允许的范围内，适当核减超出部分水
费、免收居民拖欠水费的滞纳金。

为解决居民与施工单位的争执，社区启动
了民事调解机制。社区工作人员出面与施工单
位沟通，讲明实际情况，分清责任义务。经过多
次沟通协商，施工单位终于同意为北庆里居民
支付共计1640元的超出部分水费。同时，施工
单位主动拿出一笔资金，为北庆里居民重新铺
设了一条自来水管道。

问题圆满解决了，居民群众安心了。

社区党员志愿者
本报记者 张立 通讯员 崔丽娟

走进宏达社区，向居民问起郭新娜，他们
都笑着说：“我们都认识她，我们社区文艺队队
长，郭大夫，谁家有事需要帮忙找她准没错。”

49岁的郭新娜是宏达社区的党员志愿者，
热心公益事业，把社区当做自己的家。宏达社
区是新成立的社区，有些工作不是很到位。郭
新娜退休后，主动与社区联系，召集小区里喜
欢晨练的姐妹成立了“社区文艺队”，经常为群
众演出，同时协助社区居委会做群众工作，受
到社区居民欢迎。

文艺队成立之初，郭新娜带领队员买乐
器，请老师为大家讲课。经过刻苦排练，文艺
队在惠济区举办的大型民间艺术表演大赛中
荣获三等奖。去年还参加了北京奥运圣火在
郑州传递现场腰鼓方阵表演。

郭新娜热心公益活动，积极组织参加社区
的法制宣传、环保宣传，四川地震发生后，郭新
娜主动与社区联系组织“爱的奉献”大型赈灾
募捐义演活动，借着《让世界充满爱》的歌声，
号召社区居民为灾区奉献一分爱心。

老人健康“活档案”
本报记者高凯 通讯员王蕴华

提起曹小娥，对于住在人民路办事处辖区
社区的老人们来说都不会陌生，因为72岁的她
在社区为老人们义诊已有9年时间。这9年的
时间中，曹小娥成了社区老人们健康的“活档
案”。昨日，当曹小娥像往常一样来到社区义
诊时，记者采访了她。

在义诊现场，曹小娥一边为老人们检查身
体，一边和老人们聊着最近发生在社区里的事
情，开心的交流让现场不断有笑声响起。

“曹大夫人特别好，不管是刮风下雨，只要
到了该义诊的时候，总能在社区里出现。”顺一
社区的李老先生对记者说。

其实，如果不是义诊，曹小娥应该在社区
有一份不菲的收入。2000年以前，她曾在社区
附近开过一间诊所，经营得有声有色。2000年
以后，为了自己的“爱心计划”，曹小娥放弃了
诊所，转而投身社区义诊活动中。

曹小娥对记者说：“我坚持了 9年，不是为
了出名，也不是为了让社区居民感激，只是想
做些贡献，毕竟在我困难时，有很多人也帮助
过我。”

长期在社区为老人们检查身体及做简单
的治疗，也让曹小娥的医术有了很大提高。她
发明了一套“人体生物全息疗法”，通过用叩、
击、点、振等组合手法，可以不用药、不用针，就
能达到调解人体经络的功能，从而促进人体气
血正常运行，不少老人在接受了这种治疗后，
身体状况都有了改善。

曹小娥还有一项义举在社区里好评如潮，
那就是她常年坚持着为一些行动困难的老年
病人上门送医送药，且从来不拿一分酬劳。

俺有个警察闺女
本报记者 郑磊

“比俺亲闺女还亲。只要俺遇到啥困难，不
管多忙，她都会跑过来帮忙。”昨日一见面，红云
路社区的潘厚义老人就和记者聊起他与“警察
闺女”康平的感人事儿。

老人口中说的“警察闺女”康平，曾是红云
路派出所社区警务中队长，现在是碧沙岗公园
民警。一次走访中，康平发现金祥花园15号楼
的潘厚义老人腿脚残疾，行动不便，子女一直忙
着在外做生意，只有读初中的孙子跟他相依为
命。康平便经常带着水果和生活用品去看望老
人，并把自己的警民联络卡留给老人，随叫随
到。不久前，老人家房顶突然漏水，他抱着试试
看的想法拨通了康平的电话。电话打出去后，
老人心里也直犯嘀咕：“人家处理案件那么忙，
能来帮俺这个孤老头子吗？”让老人感动的是，
没一会儿，康平就带着水电工出现在老人家中，
帮老人修好了屋顶。

“晓辉最近学习进步不小，这孩子老惦记
你，俺也想跟你唠唠嗑哪！”昨日上午，接到电话
的康平，下班后直接就去了老人家里。“都习惯
了，亲得跟一家人一样，几天不见心里就挂念老
人。”来到老人家中，康平也没闲着：帮老人填平
门前的大坑，为老人修理烧坏的灯泡。“有啥事
您老直接说哦，有空了再来看您。”康平放下给
老人的孙子潘晓辉买的衣服和文具，临走还不
忘给老人家的电话充上话费。

老人感动地说，自己闺女忙生意，有事
打 电 话 也 没 康 警 官 来 得 快 ：“ 真 是 比 俺 闺
女还亲！”

找 乐
本报记者 王璇梁晓 文/图

惠济区 12 中家属院的
91 岁老人蔡子彬，爱好书法
有 80 余个年头，从学校退休
后，每天都坚持练笔，创作
了大量的书法作品。这位
耳聪目明的老人，在书法中
寻找乐趣，晚年生活过得有
滋有味。

昨天上午，记者来到蔡
子彬的书房兼卧室，在二楼
的一间斗室里，10 平方米左
右的空间，没有空调，像蒸笼
一样热。房子四周挂满了各
种字体的作品和奖状，其中
有一幅“桃李满天下”的书法
作品。蔡子彬说，他 90 岁的
时候，自己的学生们前来贺
寿，自己一高兴便尽兴发挥，

用柳体写出了这几个字。
蔡子彬说，他每天早上 5

点 多 钟 起 床 ，沿 院 子 走 一
圈。吃过早饭后，就开始练
习书法，下午、晚上找人打打
门球、看看电视，晚上 10点左
右休息。

“80岁以后，我基本就坚
持了这个习惯，感觉精神很
好。”蔡子彬说。“他身子骨硬
朗，平时生活有规律，也很少
生病。”老伴儿高秀莲说。

每次写字的时候，蔡子
彬的书房总能吸引几个小
学生前来观看，他们是老人
忠实的观众。老人高兴地
说，生活清贫点，但感觉很
充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