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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区 LUOHE06 漯河

市区滨西社区

■《市民除夕捡钱包 失主至今未找到》后续

本报讯 （见习记者 李林
润） 3月 4日下午，滨西社居委
工作人员联合辖区内一个形象工
作室，举办了呵护美丽、经营家
庭女性沙龙活动。

当天下午2点多，记者赶到
现场。活动还未开始，但现场已
经没有空位。“我前几天听说社
区要搞这个活动，今天孙子都不
接了，让我老伴儿去接。”匆忙
赶到现场的张阿姨说，她以为自
己来得早，没想到其他人来得更
早，只能站着参加活动。

下午3点，活动开始。一位

婚恋专家走上讲台，向社区居民
分享了经营美满家庭的诀窍。

“听了专家说的，想想自己
平时的所作所为，感觉自己有些
时候做得确实不好。”结婚将近
两年的社区居民刘晓静说，婚恋
专家讲得相当好，不虚此行。

刘晓静参加活动的另一个目
的是学习化妆。“平时也会化个
淡妆，但总感觉化得不是很好，
这次来是想跟‘高手’学学，到
底该咋化妆。” 刘晓静说。

随后，该形象工作室的一名
工作人员走上讲台，教居民如何
化好一个淡妆。她从化妆的基本
步骤开始教，边讲解边演示，先
是修整眉毛，接着是肤色的改善
以及遮瑕。

“每个女人都爱美，但很多
人不知道怎么打扮。”滨西社居
委一名工作人员说，希望辖区里
的女性居民从中获益。

本报讯 （记者 张玲玲） 2
月 15日，本报 《市民除夕捡钱
包 失主至今未找到》一文，报
道了市民李荣杰捡到钱包却找
不到失主，将钱包交给记者，
希望本报帮忙寻找失主一事。
近日，记者通过钱包内的身份
证、银行卡找到了失主，并将
钱包交给失主。“我给李荣杰打
了电话，向他表示感谢。”昨
天，失主李鑫义告诉记者。

近日，见钱包里有一张某
品牌日用品连锁店的会员卡，
记者来到市区金山路与黄河路
交叉口附近一家该品牌日用品
连锁店，试图通过会员卡找到
失主的联系方式。“我们可以查
到这张会员卡的积分及消费情
况，但因为这张卡不是在我们
店里办的，所以查不到办卡人
的信息。”该店老板在电脑上输
入会员卡卡号后对记者说，“会
员卡上显示的收货地址是安徽
安庆，我给安庆那边的店里打
个电话，看能不能根据卡号查
到持卡人的联系方式。你留一
个联系方式吧，有消息了我通
知你。”

但是，两天过去了，依然
没有找到持卡人的任何信息。

随后，记者带着钱包来到

市区海河路与泰山路交叉口附
近的一个银行网点。凭借银行
卡和身份证，记者在银行工作
人员的帮助下，查到了失主李
鑫义的联系方式。

“真是太意外了，还是好人
多！”得知有人捡到钱包交到报
社 、 记 者 跑 腿 寻 找 失 主 的 事
情，李鑫义惊喜地说。

据李鑫义介绍，2月 7日下
午，他到市区光明路市场买东
西。“买完东西后，我去附近的
公厕上厕所，从厕所出来就发
现钱包不见了。”李鑫义说，

“钱包里的现金丢了就算了，关
键是身份证、银行卡补办起来
太麻烦了。这真是帮了我的大
忙了。”

把钱包交给李鑫义后，记
者将捡钱包的李荣杰的联系方
式告诉了李鑫义。“我给李荣杰
打过电话了，实在是太感谢他
了。”昨天，李鑫义对记者说。

“他打电话说请我吃饭，我
婉拒了。捡到钱包就应该还给
人家，这都不算啥事。”捡钱包
的李荣杰说。

本报讯 （记者 杨 光） 大会、
奖牌、奖品……3 月 5 日学雷锋日，
召陵区天桥街街道在市区烟厂花园
广场，隆重表彰在社区建设中涌现
出的家庭和睦、敬老爱幼、邻里团
结的“五好文明家庭”和先进个人
典范。武秀芝、张静、蔡付安、苏
永福等30多个先进典型受表彰。

先进典型均由居民推选

3月 5日是学雷锋日，不少志愿
者纷纷走上街头学雷锋。在双汇路
西段的烟厂花园广场也热闹非凡，
头戴小红帽的义工免费给市民理
发、修家电。

上午9点，伴随着音乐声，召陵
区天桥街街道“倡文明新风、建和
谐天桥”表彰活动隆重开始。主持
人介绍完活动情况后，邀请受表彰
人员登台，宣读他们的事迹，当众
颁发奖牌。台下响起阵阵掌声。

“好婆婆”武秀芝家住漓江路社
区，今年 60多岁，家里十多岁的孙
女是先天性脑瘫患者。武秀芝不怕
劳累，起早贪黑，细心照顾孙女。
儿子儿媳对她的付出非常感激。武
秀芝的事迹感动了邻里，被大家推
举为“好婆婆”。

张静是一名党员，还是一名社
区义工，经常义务给社区居民理
发。她开有理发店，白天在外忙
碌，晚上回到家中，又把婆婆伺候
得身心舒畅。多年来，张静和婆婆
从来没有红过脸、吵过嘴。张静被
大家推举为“好媳妇”。

记 者 了 解 到 ， 这 次 受 表 彰 的
“好邻居”“好媳妇”“好婆婆”和
“五好文明家庭”等 30 多个先进典

型，都是由社区居民推选出来的。

台上受表彰 台下做义工

被大家推举为“好媳妇”的张
静，还是一名天桥义工。当天，在
活动现场，除了上台领奖，她和多
名天桥义工一起，免费给社区居民
理发、修理小家电、量血压。

此外，铁工房社居委组织社区
志愿者，带着水果、糕点、洗头膏
等物品看望敬老院的老人，给他们
送去祝福和快乐。

“选择在学雷锋日这天进行表
彰，我们认为这些社区先进典型，
在和谐社区建设中起到了很好的带
头作用，是对雷锋精神的升华，值
得大家学习。”天桥街街道副书记边
锋告诉记者，天桥街街道辖区生活

着很多觉悟很高的居民，他们从自
身做起，在外是社区义工，经常帮
助邻里做好事，回到家则是好媳
妇，孝亲敬老，是尊老爱幼的典
范。这次他们开展的“五好文明家
庭”“好媳妇”“好婆婆”“好邻居”
等先进典型评选表彰活动，是想把
这些先进典型推出来，让大家学
习，让社区更和谐。

天桥街30多个“好媳妇”“好邻居”等先进典型受表彰

让身边好人成为社区居民榜样

几经周折 物归原主

社区请高手教居民化妆

□文/图 本报记者 朱 红

独居的郑华民，生活节俭，爱
看报爱学习，还养了 11只猫，且个
个肥嘟嘟的、毛色发亮，眼光柔
和，对人友善。邻居们说，这些
猫，就是他的孩子。

一嗓子喊回一群猫

郑华民 72 岁，2000 年退休后，
一个人住在市区人民东路一个家属
院的平房里。原本，他养了一只猫
做伴。2001年，一位邻居去世，其
家里养的猫无人照管，郑华民就把
猫带回家里照顾。

他的善行，似乎被所有的猫知
道了：此后陆续有流浪猫到他家觅
食。他则来者不拒。他收养过近 20
只猫，现在则养着11只猫。

3月 3日，记者在他家看到，门
口放着两个碗，里面是用鸡肝、大
米饭和蒸馍拌的饭。“它们都出去玩
儿去了，到了饭点就会回来了。”郑
华民乐呵呵地说。

郑华民出门喊了一嗓子。一会
儿，黑色的、花色的、黄色的……
一只只猫跑了回来，或乖巧地依偎
在他身边，或跳上桌子、电视机。
他一点也不生气，反而用慈祥的目
光看着它们“调皮捣蛋”。

小屋门下有“猫道”

“现在饭里没有鸡肝它们都不
吃，被我惯坏了。”郑华民笑着说。

郑华民说，流浪猫来了，他刚
开始给它们准备些蒸馍，用开水泡
着吃，后来觉得营养不够，就增加
了米饭、鸡肝等。没多久，每只猫
都被他养得胖乎乎的，毛色也有了
光泽。同时，猫们的嘴也刁了。

郑华民看猫的眼神非常慈祥，
就像老爷爷看自己的孙子。

有一次，一只猫出门两天才回
来，后腿上还划了一个大口子，鲜
血直流。郑华民心疼得不得了，买
来云南白药、碘酒等给它治疗。几
天后，这只猫的伤竟好了。

“一到饭点，我就一个个查数，
看看哪只猫没回来，就马上出去
找。”郑华民说。

郑华民家的小屋门下，有一条
大的缝隙：这是他专门给猫们留的

“猫道”。“这就像家里的老人怕孩子
进不屋给孩子留门。”郑华民说。

猫在他的脚头睡

郑华民平时生活非常节俭，从
来不吃肉，却把省下来的钱给猫们
买鸡肝、大米等食物。看着猫们津
津有味地吃，他心里非常舒坦。每
天跟猫们逗乐，他就很高兴。

晚上，猫们会偎在他的脚头。
由于猫太多，他睡得不舒服，但他
也不舍得踢开它们。

郑华民认为，每个人都应有一
颗善良的心。所有的生命都值得珍
惜。对流浪猫好，他觉得理所当然。

“猫都恋猫。只要来，我就会收
留。”郑华民说。

闲暇之余，郑华民喜欢读古典
文学，喜欢翻看报纸。

“ 多 学 习 多 看 新 闻 才 不 落 伍
呀。”郑华民乐呵呵地说。

七旬老汉收养11只流浪猫

郑华民和他养的流浪猫郑华民和他养的流浪猫。。

表彰会现场表彰会现场。。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杨杨 光光 摄摄

工作人员教居民如何化好一个淡妆工作人员教居民如何化好一个淡妆。。 见习记者见习记者 李林润李林润 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