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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6日，召陵区翟庄街道燕山路社区在春和家园小区
开展志愿服务活动。

本报记者 于文博 摄

□文/图 本报记者 王 培

7 月 6 日，郾城区龙塔街
道祁山路社区举办“欢乐百
家宴 浓浓幸福情”活动，现
场一片欢声笑语，社区居民
围坐在一起，一边欣赏精彩
节 目 ， 一 边 与 大 家 分 享 美
食，在交流互动中共度快乐
时光。

当天傍晚6点，在祁山路
南 段 幸 福 巷 ， 桌 椅 已 经 摆
好。伴随着欢快的音乐，居
民们陆续从家中端来烹调好
的拿手菜。大家一边开心聊
天 ， 一 边 等 着 活 动 正 式 开
始。这时，83 岁的库林须老

人端着两盘菜颤颤巍巍走过
来，大家赶忙上前接过来放
在桌上。不一会儿，桌上就
摆满了美食。土豆鸡块、油
炸小鱼、西红柿炒鸡蛋、烧
茄子……十几张桌子上摆满
了荤素搭配、色香味俱全的
家常菜。

活动开始后，欢笑声、
赞美声不断。看到参与活动
的居民越来越多，一些离家
近 的 居 民 还 从 自 家 搬 来 桌
子、凳子。百余名居民聚在
这条小巷里，交流畅谈，分
享美食。“快来尝尝俺家炒的
菜。”居民赵小虎一边从家中
搬来凳子端来饭菜，一边热

情地跟邻居打着招呼。
活动现场不仅有美食，

还有社区文艺爱好者给大家
带来的精彩演出。舞蹈、小
品、戏曲等节目轮番上演，
博 得 阵 阵 掌 声 。 优 美 的 旋
律，开心的笑容，现场的气
氛更加热闹、其乐融融，洋
溢着满满的邻里情。有的居
民 情 不 自 禁 地 拿 出 手 机 拍
摄，发朋友圈纪念这美好时
刻。“这活动太热闹了。”“希
望以后多举办这样的活动。”
一些居民说。

“俗话说‘远亲不如近邻’，
社区举办这次活动，让居民
们共享美味佳肴，共度美好
时光。大家也切身感受到了
邻里一家亲的快乐和幸福，
进一步弘扬邻里和睦、团结
互助的传统美德，融洽邻里
关系，促进社区和谐文明建
设。”祁山路社居委主任安新
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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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王 培

7月5日上午，在市区人民
路与金山路交叉口附近，一辆
载满西瓜的农用三轮车出现故
障停靠在路边，正当车主焦急
万分之时，三名辅警伸出援手。

当 天 上 午 9 点 ， 辅 警 宋
杨、王尚、田浩杰巡逻到市区
人民路与金山路交叉口附近
时，看到路边停着一辆载满西
瓜的农用三轮车，车主双手沾
满油污，脸上露出焦急慌乱的
神色。他们上前询问得知，农
用三轮车出现电路故障无法启
动。三人找来车上的摇把，试
图通过人力将车辆打火启动。

轮番合作无果后，车主提出可
能是电瓶需要充电。随后宋杨
到附近商铺借来一根线长约 5
米的插线板，三人合力将农用
三轮车推至附近岗亭充电。

半小时后，农用三轮车可
以正常启动了。车主十分感
激，抱起几个西瓜想要送给辅
警，但被婉言谢绝了。

社区百家宴 浓浓邻里情

□本报记者 王 培

7 月 5 日上午，一位到市
区探亲的老太太多次转车迷
了路，无奈之下她向在路口
执勤的辅警求助，最终，辅
警将她送回了家。

当天上午 10 点，在市区
湘江路与五一路交叉口，一
位老太太焦急地找到执勤辅
警郭凯翔，称自己迷路了。

经过询问，郭凯翔得知老太
太独自从舞阳老家到市区看
望孙女，儿女因为工作原因
无法接她，多
次转车后迷失
了方向。

看到天气
炎热且老太太
拎着行李行动
不便，向中队
汇报后，辅警

郭凯翔、唐迪阳帮老太太拿
着行李，一路护送老太太回
家。

送迷路老太回家

家政服务
洁爽保洁公司
专业单位家庭保洁 外墙玻璃幕清洗

石材 地毯 专业外墙漆
6188458 13653950591

2cm×4cm 单价50元 4cm×4cm 单价100元

分类信息
本 版 对 所 有 信 息 的 手 续 都 严 格 进 行 审 查 ， 仍 不 能 保 证 每 一 条 信
息 的 真 实 性 ， 请 客 户 在 使 用 本 版 信 息 时 认 真 核 实 相 关 资 料 ， 签
订 有 效 法 律 合 同 ， 因 本 版 信 息 导 致 的 一 切 纠 纷 自 行 负 责 。

联系电话：0395-3132295 3117189 13781707655

起名、判名、改名，就找李治明。
为公司、工厂、门店、人名策划。

起名就找李治明
95年开办至今

地址：文化路老南段 微信：L18239561370

起名命名

□文/图 本报记者 张新锐

“我是 1961 年 9 月 23 日出
生的，正好在国庆节前，父亲
就给我取名叫建国。”7 月 3 日
上午，家住市区泰山南路盛世
嘉园小区的李建国接受记者采
访时说。

小时候的日子记忆犹新

李建国出生于市区复兴街
一个贫困家庭，姊妹三个，他
是老大，一家五口挤在一所不
足 10 平方米的房子里。后来，
父亲响应国家号召回到干河陈
老家务农，一家人又搬迁到了
农村。1975年大洪水后，他家
的房子成了一堆烂泥 （房子是
土坯房），身为老大的李建国深
知家庭的困难，就到处捡拾砖
块，和父亲一起和泥打土坯，
东借西凑，好不容易才盖了两
间草顶瓦沿的房子。

“记得小时候，我和弟弟妹
妹经常穿邻居和亲戚家小孩穿
过的衣服。让我难忘的是小学
毕业时，我穿着表弟的海军
衫，妹妹穿着表妹的花裙子，
照了唯一一张全家福。后来为
了筹学费，妹妹每天晚上到火
车站、汽车站候车室卖冰糕和
白开水。我放学后就去割草、
放羊，或是到建筑工地捡砖
块。”说起小时候的艰苦日子，
李建国记忆犹新。

1978 年，李建国顺利考上
大学。在大学期间，李建国靠
每月 23 元的助学金维持生活。

“我生活很节俭，学习很努力，
先后担任团支书和班长，曾多
次获得奖学金。每当学校的喜
报寄到家里时，母亲脸上就会
露出微笑。”李建国说。

如今生活很幸福

大学毕业后，李建国以优

异的成绩被分配到机电工业部
北京机床研究所工作。1988年
调入漯河市机械铸造厂工作。
1995年应聘到漯河技师学院工
作。参加工作的二十多年里，
无论在哪个岗位，李建国都干
一行爱一行，脚踏实地，一步
一个脚印地前进。

谈起这些年来自己和家庭
的变化，李建国感慨万千。“改
革开放以来，漯河发生了翻天
覆地的变化，取得的巨大成果
惠及我个人和家庭。儿时居住
过的复兴东街、华平街如今已
建成了金穗广场、中汇广场商
业区，商户云集，一派繁荣的
景象。干河陈村已看不到‘外
面下雨屋里流’的破房子、泥
泞不堪的小土路、臭水四溢蚊
蝇滋生的大坑塘，到处可见的
是社会主义新农村，是汇集了
中华名吃的休闲一条街，是游
乐设施齐全的森林公园，是布
局合理、环境幽雅的住宅小
区。我父母也搬进了小区楼房
里，天然气、太阳能、各种家
用电器样样齐全。”李建国说，
儿子大学毕业也参加了工作，
有了一个小孙子，现在一家四
代同堂，生活幸福美满。

李建国：四代同堂 生活美满

车辆罢工 辅警援手

居民们在品尝菜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