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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图 本报记者 张玲玲
于文博

期末考试刚结束，暑假还未正
式开始，但是对于 9岁的李光明和
李兴起这对双胞胎兄弟来说，暑期
生活已经来到：从学习洗衣服开始。

6 月 23 日，在三五一五家属
院，李光明和李兴起兄弟俩分别蹲
在一个水盆前，水盆里盛着半盆
水，里面分别泡着一件上衣和短
裤，兄弟俩努力地用双手反复揉搓
着衣服。“以前洗过衣服吗？”记者
问。“没有。”兄弟俩摇着头说。

“没想到洗衣服还挺麻烦的。”
哥哥李光明一脸认真地告诉记者。

“好了，洗干净了，我要去涤衣
服了。”说完，弟弟李兴起从水盆里
拿起短裤，向卫生间跑去。约两分
钟后，李兴起出来了，仔细观看短

裤，发现还没有洗干净，又再次放
到水盆里揉搓。

这边，李光明的衣服也洗得差
不多了，先掂着一件上衣跑向卫生
间。“兴起，快过来，看是不是这样
涤衣服的。”李光明在卫生间的水龙
头前面喊道。随后，兄弟俩在卫生
间交流起洗衣服的经验来。“你一次
就搓一小块地方，别拿着衣服整团
儿搓。”“别再往盆儿里放洗衣液
了，泡沫已经太多了。”

他俩的姥姥周女士，一边择菜
一边看着他俩洗衣服，不时提醒他

俩如何洗。有时还手把手地教。
“现在洗的都是自己的衣服，等

学会洗衣服了，家里人的衣服也都
交给他们来洗。”周女士说，孩子的
父母都要上班，所以暑假里就由她
照顾两个孩子。她很注重培养孩子
的动手能力和自理能力，所以暑假
里，她准备将擦桌子、洗碗、拖
地、洗衣服等家务活交给兄弟俩做。

“自理能力强了，对他们将来住
校甚至走向社会都有好处。”周女士
说，兄弟俩调皮，但还算听话，对
于交代的家务活基本都能完成。

□见习记者 尹晓玉

天气炎热，女性朋友们开始
身穿清凉的夏装出门。在公交
车、电梯等封闭空间，“咸猪手”
事件时有发生。日前，市民小言
（化名）就在电梯里遭到了陌生男
子的拉扯。

独自乘电梯 遭男子拉扯

25岁的小言，是一名肤白貌
美的女孩，在市区嵩山路与淮河
路交叉口附近的一个写字楼上
班。6月 23日，带着气愤和后怕
的情绪，小言向记者讲述了她的
经历。6月 22日 17时许，她到一
楼去取快递。上楼时，她发现电
梯里有两名男性。

“我在那栋楼工作两年了，同
一个写字楼里的人基本上都脸
熟，那两个男的我从来没见过。
我进电梯之后，他们就跟我搭
讪，还问我看着他们像不像坏
人，有没有时间去他们那边坐
坐。我没有搭理他们。到了他们
要去的楼层时，其中一个男的拉
着我的包把我往电梯门外拉，让
我跟他们一起下去。我立即大声
说，‘电梯里有监控，你们想
干嘛？！’那名男子才松开手。”小
言说，虽然没有发生严重的后
果，但这次电梯里的经历还是让
她有点后怕。

“以前都是在新闻里听说过这
种事情，感觉离自己的生活很
远，没想到自己也遇到了，看来
以后出门真的要小心。我说出自
己的经历，也是想提醒其他女

孩，乘坐电梯时要小心防范。”小
言告诉记者。

民警：坚决制止莫胆怯

夏天到了，女性穿着清凉，
公共交通工具上如何防止被骚
扰？电梯遇“咸猪手”怎么应
付？针对这些问题，记者采访了
市公安局天桥分局民警张天顺。

张天顺说，女性如果遇到类
似骚扰的搭讪，要保持理智、态
度强硬，尽量不接对方的话，快
速离开。单独乘坐电梯时，应尽
量靠电梯按钮旁站立。如果电梯
里被陌生男子拉扯，不要表现出
胆怯，要厉声呵斥对方，并快速
离开电梯。

张天顺说，在公交车上被男
子故意挤靠时，在用眼神震慑对
方无效的情况下，或走开或者狠
狠踩对方的脚。乘坐出租车时，
尽量不要坐在副驾驶位置。

张天顺说，走在街上，尤其
是晚上，如果怀疑自己被人跟
踪，不要大意，要马上致电家
人、朋友，让他们过来接送，或
者用脚踢路边停放的车辆，触响
警报器，引起别人的注意。如果
出入比较偏僻的场所，尽量不要
穿过于暴露的衣服。

程俊奎，翟庄街道东方社区
居民，在市区衡山路经营一家饭
店。经过20多年的艰苦创业，他
于 2011年 3月成立了一家餐饮公
司，注册资金1000万元，并以此
为依托，将业务拓展到驻马店上
蔡、开封杞县等地。

在艰苦创业的20多年里，他
深深地体会到，关键时期无私帮
助和雪中送炭的温暖，特别是在
家庭的熏陶和感染下，让他帮助
别人的信念更加坚定。他暗暗下
定决心，要尽己所能帮助那些需
要帮助的人。

近几年，他每年资助 3000元
钱给辖区一名贫困学生，帮助其
顺利完成了高中及大学期间的五
年学业；每天免费为衡山路 8名

环卫工人提供中、晚餐及茶水
等；免费为上蔡中学的10名贫困
学生提供饭菜；免费为召陵区人
民医院的 5名贫困住院患者提供
早、中、晚餐。此外，他还积极
响应街道办事处的号召，积极为
灾区群众捐款捐物。据不完全统
计，他所捐出的慈善款物折合人
民币达16万元。

“虽然我是一个不起眼的个体
老板，但是我始终秉承‘人道、
博爱、奉献’的慈善精神，围绕

‘安老、扶幼、助学、济困’的慈
善宗旨，力所能及地做一些好
事，为和谐社会尽自己的一份绵
薄之力，我也从中收获了许多幸
福和快乐。”程俊奎说。

（召陵区委宣传部推荐）

夏季要清凉 也要防色狼
民警支招：保持理智、坚决呵斥

程俊奎热心慈善

资助贫困生 帮助环卫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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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卖废品得“找熟人”

市民李女士在人民路一个小区
居住。她告诉记者，她家的废品都
是靠着“熟人”关系卖的。

李女士说，因为小区不允许收
废品的人私自进入，这两年到小区
收废品的越来越少。无奈之下，她
只好向自己之前比较熟悉的一个收
废品的人要了联系电话，每隔一段
时间，家里的废品积了一堆，她就
会给这个收废品的熟人打电话，然
后到门口将人领到家，将废品卖
掉，再亲自将人送出小区。

陈默在燕山路春和家园小区居
住，她卖废品的方法是到物业办公
室找电话。

“需要卖废品了，我就到物业办
公室问他们要一个收废品人的电
话。”陈默说，“别人来一趟不容
易，我也不好意思有一点废品就打
电话，每次都是家里堆积很多才打
电话。这样一来，家里总是堆着许
多废品，特别占地方，让人头疼。”

“如果是大件废品，比如金属类
的，我都自己带着到家附近的废品
站卖，一些小的废品，有时候攒
着，有时候直接当垃圾扔了。”在交
通路南段一个小区居住的徐丽说。

收废品者：钱少还不方便

王女士 40 多岁，收废品十几
年，常在崂山路附近收废品。她告
诉记者，三四年前，她在崂山路一
个小区收废品时，物业公司要求她
每年交 100元。后来，她在小区收
废品时，每次都会顺手将卫生打扫
干净，看到路面有垃圾，也会将垃
圾扔入垃圾箱，时间长了，物业公
司工作人员对她有了更多的了解，
她再进小区就不收钱了。

“现在我偶尔去别的小区收废
品，保安会向我收一两元，但这样
的情况比较少。”王女士说。

“现在进小区收废品，不能吆
喝，很多住户都不知道我们去了。
老远跑一趟，大部分时候只能收一
两家的废品，挣不到什么钱。而且
进入小区，还需要费不少事。如果
不是熟悉的小区和业主，我是不愿
意去的。”收废品五六年的刘先生
说，他更喜欢到临街店铺收废品。

记者采访了几位收废品的人，
对于进小区收废品，他们一致认
为，小区居民家是他们收废品重要
目的地之一，他们更加便利。

物业：更看重安全

居民卖废品不方便，不满意。
那么，小区物业对此怎么看呢？

春和家园小区物业经理杨先生
告诉记者，小区居民卖废品，可以
到物业办公室要电话号码。这个电
话号码的主人专门收废品，他们曾
对这个人进行过近两年的考察，发

现此人品行不错，是一个值得信任
的人，并且物业公司有他的身份证
复印件，让他进入小区，不会对小
区安全造成威胁。

陈先生是祥和家园小区的物业
经理。对于居民卖废品不方便这件
事，陈先生介绍了他们的方法。在
小区物业办公室，有多个收废品人
员的电话，居民需要卖废品时，可
以与他们联系，也可以联系自己熟
悉的收废品的人，但居民要亲自到
小区门口领人进门。

两位物业经理都表示，对于进
小区收废品的人，他们没有收过任
何费用。

“不管怎么说，咱们物业最先考
虑的，是小区的安全。我们只能在
保证安全的前提下，尽可能地给大
家提供便利。”杨先生说。

居民希望方便，物业考虑安
全，怎么办？一位常年从事物业管
理的业内人士说，小区废品回收的
问题，需要居民和物业多沟通多协
商，找到一个双方都可以接受的办
法，既保证安全又方便居民。

春和家园小区春和家园小区，，一位一位
居民将废品装上车居民将废品装上车，，打算打算
拉到废品站卖拉到废品站卖。。

物业公司不让收废品人员随便进小区

卖废品需预约 居民感到不方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