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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区 LUOHE06 漯河

市区嫩江路

本报讯（记者 王 辉）“在
小区里就可以买菜，真方便！”
5月 8日上午，市区嫩江路淞江
芳园西区的居民赵女士欣喜地
对记者说，小区开了一家“口
袋社区”店，在那里不仅可以
买到各类生活用品，还可通过
网络享受各类生活服务，好像
把小区装进了口袋里。

“口袋社区”店面积不大，
有 20多平方米，是小区原来的
一个杂物储存间，征得小区业
主委员会的同意后改造而成的。

据“口袋社区”店的工作
人员介绍，“口袋社区”是互联
网加小区，主要是针对小区居
民，依托移动互联网技术，通
过线上线下结合，服务于居民

的生活和消费。
线上服务就是建了一个微

信平台，小区居民通过手机扫
二维码进入微信平台。平台上
有小区公告、业主意见、生活
导 航 、 闲 物 置 换 、 小 区 活 动
等。小区居民遇到什么生活难
题，在手机上动动手指，进入
这个平台反映一下，物业就上
门服务。除此之外，居民还可
以通过这个微信平台浏览小区
周边的商户及其产品河服务，
在线预约下单，选择送货上门
或到店消费。

线 下 服 务 就 是 “ 口 袋 社
区”店，里面有米、面、粮、
油、酱、醋、茶等各类生活日
用品，居民不出小区就可以买
到日常所需。

“把社区装进‘口袋’，通
过线上线下的互联互通，给社
区 居 民 提 供 全 方 位 的 生 活 服
务。”“口袋社区”店的负责人
杨 先 生 说 ， 将 来 会 不 断 完 善

“口袋社区”功能，为小区居民
提供更多更便捷的服务。

本报讯 （记者 杨 光） 1000 多
元钱，对郾城区李集镇农民王中彦
来说是一笔“巨款”，可他捡到装有
这么多钱的钱包后，来回两趟、跑
30公里找失主，最终将钱物奉还。

5月 6日上午 11点多，在长江路
漯河职业技术学院门口，王中彦等
儿子放学：儿子上大一，周末回
家。上午 11点半，父子俩骑电动车
准备回家。“咦，谁的钱包？”王中
彦看见地上一个米黄色的钱包，和
儿子打开一看，里面有 1000多元现
金，三张银行卡及一张身份证。

“这是人家的钱，我们肯定不能
要，即使拿了，心里也不得劲。”王
中彦告诉儿子。随后，父子俩一起
在原地等失主。半个小时过去了，
没人来认领。王中彦看那张身份
证，是一位宋女士，住长江路37号。

王中彦父子俩骑车沿着长江路
向西，边走边看门牌号，但没有找
到 37号。中午 12点半，父子俩决定
先回家，然后再想办法找失主。

王中彦家在郾城区李集镇李集
村三组，距离市区约 15公里。父子
俩到家已是中午一点多。

“这都是重要的物件！人家的东
西咱不能要，还是想办法送回去
吧。”吃完饭，听了妻子闫改霞的
话，王中彦骑上电动车返回市区。

到下午4点多，王中彦把长江路
转了个遍，依然没有找到37号。

失望的王中彦坐在漯河职业技
术学院北门口休息，忽然看到对面
市粮食局就是长江路 37号，询问得

知，37 号是粮食局家属院。当即，
王中彦赶到粮食局家属院。一位小
区住户带他来到失主宋女士家中。

“王先生满身大汗出现在我面
前，当时我很感动。”失主宋女士的
丈夫徐先生激动地说，当天中午，
妻子准备出差，在家门口坐车时不
慎把钱包弄丢了。本来他们已经不
抱希望，没想到王中彦竟送上门来。

5月 9日，徐先生赶到王中彦家
表示感谢。王中彦家是多年前盖的
老瓦房，偏房还是茅草房（如图）。

“妻子椎间盘突出，我身体也不
好，两个孩子正在上学，家里条件
比别人要差点。”王中彦说。

“别人的东西绝对不能要，拣来
的钱花着心里不得劲。”王中彦说，
做人要本分，不能贪。

淞江芳园西区成我市首个“口袋社区”

线上线下结合 提供生活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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