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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区 LUOHE06 漯河

□本报记者 吴艳敏

1月 26日，本报 06版报道了淞江小区物
业撤走、约 30堆垃圾无人清理一事。1月 29
日，本报又报道了淞江小区成立保洁队清理垃
圾的事情。如今，淞江小区又有了哪些变化？
小区现状如何？记者再次进行了走访。

现状：生活垃圾被清走

2月29日上午，记者走进淞江小区，发现
小区内的生活垃圾已被清理。

“春节前的小区，真是感觉无处下脚，到
处都是垃圾。物业撤走之后，都没有人管了。
社居委的海主任知道后，就想各种解决办法。
最后，让我们每户每月掏 15 块钱的卫生费。
我是非常支持的，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清扫
之后，生活垃圾也被清理走了。”居民周先生
告诉记者。

居民刘浩说：“垃圾清理了，感觉也不一
样了，好多了。天气一天天在回暖，如果不及
时清理，有臭味不说，还会生虫、招来苍蝇。
让我们每户每个月交 15块钱也不多，我很支
持。”

采访中，看到现在变化后，不少居民表示
满意。

办法：小区成立保洁队

小区的变化，要归功于自治小组。自治小
组发起人是社居委主任海志华。他说，考虑小
区的情况，应该先搞好环境卫生。当工作初见
成效后，再寻求居民的认可与支持，成立义务
巡逻队。

海志华说：“现在，小区成立了保洁队，
共9个人。由保洁队打扫路面、清理垃圾。对
于堆积的垃圾，我们提前贴出公告，哪一栋楼
愿意清理，可以给保洁员打电话。”

记者了解到，淞江小区有 88个单元，只
有4个单元的部分居民不愿意交费。

“对于这些居民，我们要按规矩办，不能
让老实人吃亏。会再次到这些居民家做工作。
他们不交费也就三种原因，一是东西丢了，二
是说自己家太困难，三是感觉别人没有交，我
交了，心里不平衡的。”海志华说，“我们将采
取不交费不清理的办法。”

问题：费用仍然不足

目前，暂定每户每月 15元的卫生费，用
于支付保洁人员工资。对于这部分费用，海志
华说：“卫生费都不够给保洁员发工资。”

现在，淞江小区有 850 户，每户每月 15
元，一共 12750元。交给垃圾中转站 2000元，
剩下10750元，每个保洁员1194.4元。

“社居委张榜告知居民收费时间及服务项
目。对于不配合的住户，社区工作人员多次入
户，做通其思想工作，并督促其按时交费。我
们平时清理垃圾使用的工具，还有工作服等
等，都是我们自己掏钱买的。”小区保洁队队
长董国胜说。

“现在只有 9位保洁员，工作量大，下一
步准备再招3个。到时候，工资更不够了。现
在这些保洁员的工资，也没有与环卫工的平
齐。”海志华说。

对于安全问题，海志华说，等环境卫生改
善后，由社居委牵头，组织党员、老干部、热
心住户成立义务巡逻队，保障小区安全。

家住 3号楼的吴女士说：“成立保洁队特
别好，我们一家都支持。希望那些不交费的业
主，为了自己的家园主动交费。”

海志华说，对于下一步小区整治，他有信
心做好。

■《物业一撤走 小区一团糟》后续

本报讯（记者 朱 红） 2月 28日上午，
市民刘洋给本报新闻热线打来电话，称有位
叫申彩云的好心人，拾到她装有贵重物品的
提包后，和女儿崔丹一起花 12小时找到了
她，并将提包还给了她。

2月27日上午10点多，刘洋和家人开车
到舞阳玩。在漯舞路临时停车时，有人在下
车时不留神，将她放在后座上的提包带了下
去。一家人上车后并没有发现，继续前行。
直到下午 5点多回到市区家里，刘洋才发现
提包不见了。提包内装有一个价值一万多元
的名表，还有 1700多元现金，以及各种证
件、银行卡，几千元面包房的代金卡。

没想到，当晚10点左右，刘洋接到一个
女孩打来的电话，问她是不是丢了个提包。

这个女孩就是崔丹。
还有这等好事儿？刘洋立即说确实丢了

个包。然后，双方约定28日上午见面。
28日上午，刘洋开车来到约定地点汉江

路南关菜市场。经过核对，提包里的任何东
西都没有少。

崔丹说，27日上午，她的妈妈申彩云途
径漯舞路，见路边有一个提包，而附近没有
人，就先拿回家了。随后，妈妈将此事告诉
了她。

崔丹打开包一看，里面有一大堆东西。
找到一个医保卡后，她立即到附近药店，想
通过医保卡查询失主的个人信息。但医保卡
已停用。当天下午，她又带着失主的驾驶
证，到公安部门查询，终于找到了刘洋的电

话号码。这时，已是晚上10点。
崔丹说，妈妈申彩云每天都在南关菜市

场卖蘑菇，耽搁了点找寻失主的时间。找到
刘洋电话后，妈妈让她给刘洋先打个电话，
告诉她提包在她们母女俩手里，让她安心睡
觉，第二天再取。

“我想着肯定找不到了，不会有人还给
我的，怎么也想不到捡包的人会主动联系
我，而且是花了12个小时、费尽周折找到我
的，真的让我感动不已。”刘洋说。

□文/图 本报记者 朱 红

2月 27日是农历正月二十，也是跨世纪
老人郭大亲 113岁的生日。当天中午，她的
大大小小48名后代，共同为她庆祝生日，祝
她岁岁有今日、年年有今朝。

113岁：村里年龄最大

郭大亲是召陵区姬石镇高庄村人，生于
1903 年，农历生日是正月二十，今年 113
岁。当天上午，她的后代们陆续来到她家
里，依偎在她身边跟她聊天，并给她送上祝
寿金。“娘，今天你过生日呀，高兴不高
兴？”80岁的大女儿赵秀英问。“我又该过生
日了？这么快？咋不高兴？”郭大亲想了想
高兴地说。

“多吃点吧，你看今天来的人多齐，都
是给你祝寿来啦！”郭大亲的儿媳妇张春妮
说。

看到那么多人给郭大亲老人送红包，几
个女儿开始逗她。“娘，你那么多红包，给
我分个吧。”说着就开始装作抢红包。“这是
给我的，不给不给，不能给你。”郭大亲老
人急忙把红包往自己口袋里塞。

郭大亲老人的这个动作，逗得大家都笑
起来。

高庄村村主任赵海延也来了。“老寿
星，这是我给你的 500元祝寿金。祝您老人
家福如东海、寿比南山！”赵海延一边给老
人红包，一边拉着老人的手说起话来。

据赵海延介绍，十多年来，逢年过节和
老人生日，他都会以个人名义送上慰问金和
祝寿金，让老人高兴。

“这可是俺们村的宝贝呀，她是全村年
龄最大的老人。”赵海延说。

103岁：刷锅做饭看小孩

据郭大亲老人的儿子赵德林说，母亲生
养了四个女儿和两个儿子。母亲年轻时非常
能干，即使老了还为家里忙活。100 岁以
前，她还管着家里的账。尽管她不花钱，但
是她喜欢当家，谁要用钱了问她要。这几
年，视力下降了，但是说啥她心里都知道。

“俺奶奶 103岁的时候，还帮忙刷锅做
饭、看我的儿子呢。她平时基本上不闲着，
自己换下来的小件衣服还自己洗，然后拄着
拐杖慢慢上到二楼晾晒。只要她能做的，就

不让我们给她干。”孙媳妇于素灵说。

儿女孝顺 家庭和睦

记者看到，郭大亲老人房间门口有张
床，那是张春妮的床。这两年，老人行动不
便，张春妮怕老人夜里起床摔着，专门弄了
个小床摆在老人门口，随喊随起床伺候。

“家里全凭俺这个弟媳妇照顾俺姑呢，
她可尽心了。”郭大亲的娘家侄女、81岁的
郭冷直夸张春妮。

69岁的张春妮告诉记者，她 26岁嫁过
来，至今已经 43年了。当初，婆婆郭大亲
70岁，干活利索，对她跟亲闺女一样。如
今，她没有理由不对婆婆好。也就是这两
年，婆婆才不太会干活了。她喜欢吃红薯以
及一些甜食，但也不挑食，做啥吃啥。

“都说家有一老，如有一宝，俺家就是
这样的情况，一大家子每天都乐呵呵的。”
张春妮说。

赵秀英告诉记者，作为女儿，她很感谢
弟媳妇的孝顺。

“母亲一直跟着我生活。我们兄弟姊妹
六个对她都很孝顺。姐妹们身体都很好，平
时也经常过来看她。”赵德林说，“我父亲到

93岁高龄才去世。我们这一大家子处得很
好，非常和睦、快乐，所以家人都幸福长
寿。”

郭大亲的后代共有48人，最小的重外孙
女5岁。当天12点，48口人在村附近的一家
饭店，共同为老人点燃生日蜡烛，有人还用
红色奶油给老人额头点上了红豆豆。张春妮
代替老人切蛋糕：“一人一块，大家都有。”

“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
大家一边唱歌，一边端起了酒杯、茶杯。

“娘，您老高兴吧。”“奶奶，生日快
乐”……大家纷纷来到郭大亲身边，将各种
祝福的话语送给老人。郭大亲老人看着大家
伙儿，乐得合不拢嘴……

市文明办与漯河日报社联合开办的“好人365”专栏今天正式与读者见面了！
本栏目将紧紧围绕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持续发掘可信、可学、可行的先进典型，着力打造漯河凡人善举

榜，让人们从中汲取精神养分、感悟道德力量，进而达到弘扬社会正气、培育文明新风的目的。
“好人”可以来自社会各个阶层、各个群体。他们可以是“好父母”“好儿女”“好邻居”，也可以是 “好保安”“好职

工”“好路人”……他们或许只是一些普普通通的小人物，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身边好人。
“好人”是身边最美的风景。“好人365”期待您的参与，欢迎广大读者和市民拨打本报新闻热线3139148，为本栏目

积极提供线索。

儿孙们欢聚一堂，为113岁老人庆生

103岁时，她还刷锅做饭看小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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捡到万元名表、千元现金不动心

问了药店问警察 费尽周折寻失主

每户每月15元
用于清理垃圾

儿媳妇张春妮喂郭大亲老人吃蛋糕儿媳妇张春妮喂郭大亲老人吃蛋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