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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图 本报记者 于文博

对于家在市区公安街医药家属
院的杨松林来说，2016年他最大的
收获是家属院的旱厕改成水厕并由
专人管理，还安装了健身器材，居
住环境得到了较大改善。

“我今年 80 多岁了，家属院的
公厕一直是我的一桩心事，2016
年，问题总算圆满解决了。”1月 10
日，杨松林老人对记者说。

在公安街医药家属院，记者看
到院内的地面干净整洁，院子一角
是一个公厕，公厕旁边的空地上是
各种健身器材。

83 岁的杨松林老人身体硬朗，
他向记者介绍了 2016年以来家属院
的变化。

据杨松林老人介绍，家属院很
多居民家没有厕所，平时都到院内
的公共厕所方便。但是，这个公厕
是一座旱厕，不仅需要居民自己清
扫管理，隔段时间还得凑钱清淤。
即便如此，一到夏天，家属院里依
然时不时有臭味。

“我们家离公厕挺近的，平时没
少操这个厕所的心，就想着什么时
候能完全解决这个事情。”杨松林老
人说。

令杨松林老人欣喜的是，2016

年8月，公厕的问题彻底解决了。
杨松林老人说，当时受降路社

居委的工作人员通过走访，知道了
公厕的事情，就想改成水厕，并请
他帮忙和家属院居民沟通。最终，
大家齐心协力，将旱厕成功改为水
厕，并且交给源汇区环卫处公厕办
专门管理，家属院的居民再也不用
为公厕的事情发愁了。

“公厕改成了水厕，也不再飘臭

味了，厕所里面也更干净了，我们
都可满意。”杨松林老人说。

杨松林老人说，公厕改建以
后，受降路社居委又请相关部门给
他们安装了健身器材，家属院的居
住环境变得更好了。

“厕所的问题一直困扰着大伙
儿，2016年把这件事解决了，算是
实现了我多年的心愿。”杨松林老人
乐呵呵地说。

杨松林：居住环境更美好

□文/图 本报记者 于文博

“2017年，我希望能找到自己的
亲生父母。”1月10日，记者在采访
市民的新年心愿时，家住市区公安
街的马军这样回答。

1月 10日，记者在公安街见到
了马军、孙五妮夫妇。两人坐在屋
子里，正在翻看户口簿。在户口簿
上，记者看到马军是 1964年出生，
办理户口的时间是 1965年，出生地
是江苏省常熟市。

马军告诉记者，他的出生日期
很可能是 1965年，养父当时为了能
让他早点接班，给他多报了一岁。

马军从小被养父马殿臣抱养。
养父一直待他如亲生孩子一般，但
他心中一直想寻找亲生父母，看看
他们的样子。二十几年前，养父去
世，这种想法就越来越强烈。

“我就想找找他们，看看他们长
什么样子，过得好不好。”马军说。

当年，马军的养父马殿臣在搬
运公司上班，因为结婚较晚，一直
没有孩子。50多岁时，一次偶然的
机会，马殿臣在江苏省常熟市一家
孤儿院见到了马军。办理了收养手
续后，他将不到半岁的马军抱回漯
河，悉心照料，将马军养大成人。

马殿臣对马军
感情很深，内心深
处很怕马军的亲生

父母将他领走，因此对马军亲生父
母的信息守口如瓶。“有一次，我想
看收养手续，想从那里获得一点线
索，但是我爸说那些文件他早就烧
掉了。他说的是不是真的，我也不
知道，反正直到现在，我也没有见
过那些手续。”马军说，每次只要提
起寻找亲生父母的事情，养父就大
发雷霆。为了不惹养父生气，他不
再提及此事。直到养父去世后，他
才和妻子又提起了这件事。

“有一次，我爸喝醉酒，告诉我

说马军的母亲叫王凤英(音)。马军六
岁时，他的亲生父母曾经来找过
他，但我爸怕他们把马军带走，就
告诉他们说马军生病去世了。”马军
的妻子孙五妮说。

马军说：“按照以前我爸不小心
透出的信息计算，我亲生母亲今年
可能70岁或者70岁出头，我今年也
50多岁了，就希望能再见亲生父母
一面，将来不留下遗憾。”

如果你有马军亲生父母的线
索，请和本报联系，帮他圆梦。

杨松林老人在家属院的健身器材上锻炼身体杨松林老人在家属院的健身器材上锻炼身体，，一旁是改造后的公厕一旁是改造后的公厕。。

马军：希望见到亲生父母

马军向记者展示他的户口簿马军向记者展示他的户口簿。。

□本报记者 朱 红

武俊丽是漯河公益志愿者团队
负责人。“回首2016年，最让我感到
欣慰的是团队凝聚力得到增强。”1
月9日下午，武俊丽认真地说。

2013年，武俊丽与同学看望孤
残儿童。看到孩子们渴望爱的眼
神，武俊丽被震撼了：这些孩子太
令人心疼了。回来后，大家提议组
建个自己的爱心团队。2013 年年
底，漯河公益志愿者团队成立。

2016年 11月，漯河晚报“暖冬
行动”启动后，武俊丽立即带领团
队加入。“我感触最深的是临颍县瓦
店镇龚庄村介淼一家人。介淼的老
伴 60多岁，因病常年卧床，唯一的
儿子病逝，一家人靠介淼老人捡破
烂为生，屋内堆满了老人捡回来的
破烂。我走到床前，面黄肌瘦的大
妈拉着我的手哭着说：‘闺女，这日
子可咋过呀？’我听了感到无比痛
心。我暗暗下了决心：一定尽己所
能帮助他们。”武俊丽说。

漯河公益志愿者团队，由最初
的十几个人发展到了 600多人。“规
模不算大，但团队非常有凝聚力。
相信在 2017年，我们能给更多的人
带去希望。”武俊丽满怀信心地说。

□本报记者 朱 红

姚伟立是源汇区干河陈乡三里
桥农家书屋的管理员，曾被评为全
国农家书屋优秀图书管理员。

“我有一个梦想，就是在 2017
年，让农家书屋的书籍种类再齐全
点，藏书量再增加 2000册，重点是
少年儿童和文学艺术方面的书籍。”
1月 10日，姚伟立告诉记者，当书
屋管理员源于他儿时的一个梦想。

小的时候，家里经济条件不
好，姚伟立买不起书，内心对书有
着极大的渴望。只要一有时间，他
就会跑到附近的书店看书，一待就
是两三个小时，总想把书搬回家。

2016年 10月，三里桥村新建了
一个 50多平方米的农家书屋。新的
书屋、新的书架，还增添了一些新
的图书。目前，书屋藏书数量达
6000册，涉及 13个种类，如《中药
材栽培技术问答》 等农家种植书
籍，《红日》 等红色经典书籍，《绿
野仙踪》等少儿书籍。

“希望不同年龄段的村民看到自
己想看而且对自己真正有帮助的书
籍，这就是我的新年愿望。”
姚伟立说。

公益团队负责人武俊丽：

团队凝聚力增强

农家书屋管理员姚伟立：

盼藏书增加2000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