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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主授权供电部门排查故障
供电公司从另一电源点接入，小区恢复供电

□文/图 本报记者 齐 放

书香、咖啡、饮品、小
吃、茶室、上网……捧着一本
新书，品着咖啡，在清凉舒适
的书店坐上一个下午，这是多
么惬意的书香生活。

对于喜欢书的人来说，一
个书店的品位决定这座城市的
品位，一个书店的风格决定这
座城市的风格。位于市区人民
路西段的李雪书馆，正是用自
己独特的品位，成为无数读书
人的精神家园。

创业：实现与出版社
对接的“小目标”

7 月 1 日下午，李雪书馆
二楼的茶室，恬静的女主人李
雪娥，专注地煮水、洗茶、泡
茶、沏茶，用娴熟的传统茶
艺，冲出一杯散发着清香的工
夫茶，品味岁月沉淀的淡雅和
纯净。

2006年 7月，李雪娥大学
毕业，在加油站找到一份工
作。可是她不满足于当时的生
活状态，一如喜欢读书的她总
想打开未来的一页。

机会总是垂青有梦想的
人。2007年春，李雪娥得知亲
戚想转让书店，立即决定承接
下来。从此，李雪娥开始了艰
难的创业历程，再没有和散发
墨香的图书分开过。

书店主要经营各类考试书

籍，均是从郑州、北京等地批
发而来。利润薄，发展潜力不
大，如何寻求突破呢？经过认
真思考，李雪娥决定走公司化
道路，直接与出版社合作，实
现短平快供货。

2008年夏季，李雪文化发
展有限公司正式成立。12月，
李雪娥只身一人来到北京光明
日报出版社。出版社业务人员
听说一个小书店想和出版社合
作，他惊讶于她的大胆和勇
气，但还是遗憾地告诉李雪娥
没有这样的先例。

第一次出师失利，李雪娥
没有灰心。2009年，她参加图
书展会，在做图书批发朋友的
引荐下，李雪娥再次走进光明
日报出版社。出版社被李雪娥

的诚意打动，破例给她地市级
批发商的权限。

回到漯河，李雪娥开始筹
措资金，准备从出版社购进第
一批书。她从亲朋好友借到 5
万元，关键时刻又申请到政府
3 万元创业扶持资金无息贷
款，终于凑够首次采购书目所
需的 10 万元钱，李雪娥第三
次走进了光明日报出版社。

三顾出版社，打开签约合
作之路，李雪娥终于实现第一
个“小目标”。接下来，李雪
娥先后和多家出版社成功合
作，如今已与 20 多家出版社
建立长期稳定合作关系。2013
年，李雪娥又在人民路开了营
业面积更大的分店，店员扩充
到十几人。

二次创业：让书店成
为传播文明的“阅读之家”

书店经营步入正轨后，李
雪娥开始外出学习图书经营管
理，掌握未来发展方向。2016
年底，当她在北京、上海等大
城市看到传统书店华丽变身，
成为现代体验式服务综合体
时，她激发了“二次创业”的
冲动。

认准的事说干就干，这是
李雪娥的一贯风格。2017年 1
月，李雪娥按下了改造人民路
书店的启动键。

慢工出细活。李雪娥用时
三个月，寻找了 8家省内外设
计公司，选择书店设计风格；
又历时三个月，投入 50 多万
元装修改造；与出版社进行新
一轮磋商，第一次购进文学、
励志、历史、哲学、儿童等书
目，对书馆进行优化……2017
年 12 月底，李雪书馆以崭新
容颜迎接读者。

简约风格，阅读沙龙，免
费分享，免费茶水，可上网，

可会客……温馨的环境和优异
的服务，让许多来到书店的人
深深地爱上这里。

点一杯苏打柠檬水、一盘
小点心，坐在角落里安静地看
书，这是市民苏小姐每周休息
时间的“标配”。她说：“每次
来看书，都忘记时间，老板选
书好，环境好，空间布局好，
在这儿看书很温馨。”

历史文化浓郁的漯河，近
年来也一直在营造书香漯河、
全民阅读氛围，并连续多年写
入政府工作报告中。

“我希望给大家提供一个
以书为媒介的半公益文化场
所，让大家静下心来享受阅读
的宁静和快乐。”李雪娥定位
书馆为“全民阅读之家”，为
市民营造崇尚读书的风气，引
导读者阅读，促进全民文化素
质提升。

“ 现 在 这 样 的 书 馆 太 少
了，如果我市能有十多家分布
合理的体验式书店，那该是多
么美好的事情啊！”谈到未
来，李雪娥的眼中闪现着希冀
的光芒……

本报讯（记者 于文博） 7
月 3日，源汇区老街街道受降
路社居委的工作人员来到辖区
5 户空巢老人家中进行看望，
查看其用电、用水、防暑等情
况。据了解，进入夏季以来，
天气炎热，社区工作人员对辖
区的空巢老人定期看望，帮助
老人们安全度过夏季。

当天，工作人员首先看望
了居民李淑敏。李淑敏今年61
岁，家在滨河路幸福家园小
区。两年前，她的丈夫和儿子
相继去世，家中只有她一人，
因为患有高血压、冠心病等疾
病，平日较少外出走动。

在李淑敏家中，记者看
到，家里摆放着简单的家具，
电器较少，屋顶吊着一盏电
灯。工作人员到李淑敏家后，
和她聊起了家常，查看了家中
的电线、电器等，随后向她普
及了用电安全，嘱咐她多休
息、多喝水、准时吃药、注意

防暑降温等。
“有啥问题，及时告诉社

区，大家帮你想办法。”临走
前，工作人员告诉李淑敏。

从李淑敏家中出来，大家
又来到空巢老人靳进刚家中。
靳进刚今年60岁，家在滨河路
粮食局家属院，早年离异，儿
子在外地上班。靳进刚前几年
患上脑梗，身体活动不便。在
靳进刚家中，社区工作人员询
问了他的健康、饮食等情况，
告诉他一些防暑降温的方法，
并嘱咐他多注意身体，有事联
系社区。

随后，大家又走访了其他
几户空巢老人，分别登记了他
们需要帮忙的事宜。

“这些空巢老人，平日子
女不在身边，最近天气炎热，
我们多去走动走动，看看老人
有啥需要，帮助他们能安全度
过夏天。”受降路社居委主任
荆海燕说。

本报讯（记者 齐 放 实
习生 李博昊） 7月3日，本报
报道了市区舟山路与辽河路交
叉口的苹果V180小区最近频
繁停电，给居民生活带来很多
不便的情况。经了解一次是线
路计划检修停电，客户、物业
都接到了通知，其余三次均为
内部故障。最近一次故障导致
用电纠纷，开发商和物业部门
争执由哪方负责出钱维修。在
此情况下，业主暂时授权供电
部门进行设备检查。供电公司
先行为小区居民从另外一处电
源点接入，恢复供电。

当天上午9点30分，记者
来到舟山路和辽河路交叉口的
苹果 v180 小区。小区门口已
经集结了 50多位居民，没水
没电，酷暑难耐，加上家中有
老有小，甚至个别家中还有孕
妇和病人，众多业主显得焦
虑、急躁。

业主范先生告诉记者，停
电后得不到及时维修令他们无
法理解。市民权女士告诉记
者，这几天没有电，家里热得
没法睡，孩子也没法学习，他

们一家人投靠了娘家生活。今
天回来就是为了督促物业公司
尽快恢复供电。

小区院内，一群业主正在
与开发商、物业公司协商解决
供电问题。小区开发商认为供
电公司收了电费，就应该解决
小区的停电问题，还认为物业
部门应该就小区全部管理问题
负责。但物业部门表示，故障

断电是因为开发商当初使用的
设备电缆出现问题，应该由开
发商负责维护，一时争执不
休，业主苦不堪言。供电公司
表示，小区内电力资产不属于
供电公司，应该由所有者负责
维护。供电公司让开发商或物
业授权，协助查明故障原因，
物业公司和开发商均表示不授
权。

当天上午 11 点左右，供
电公司与业主代表们协商一
致，由业主代表签字授权，让
供电公司排查小区内的供电故
障。国网漯河供电公司营销部
门相关负责人表示，该小区的
电力资产以及后续维护问题仍
然需要开发商和物业公司、业
主们三方协商处理。

为了让小区居民先用上
电，公司绕越故障点，从另外
一 个 电 源 点 给 小 区 接 上 了
电。后续小区应该尽快按照电
力公司提供的最优方案解决问
题，确保居民以后用电无忧。

当天下午，供电公司施工
人员一直在施工，晚上7点40
分，小区居民终于用上了电。

李雪书馆：以书为媒 相互守望

李雪娥正在整理书籍。

■《高层住宅频停电 业主苦不堪言》后续

定期看望 提供帮助

社区助老人安全度夏

供电公司工作人员正在紧
张施工。 本报记者 齐 放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