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嫩江路与井冈山北路交叉口向东约20米路
北，污水横流。

黄河西路与白云山北路交叉口向东约240米
路南，人行道上地砖破损。

汇丰街与白云山南路交叉口向西约100米，
污水井盖破损。

牡丹江路与解放北路交叉口向西约120米路
南，积存垃圾渣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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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张丽霞
见习记者 李慧莹

“楼道里新装了感应灯，再也不用
摸黑出门了。”4月20日下午，带着孩
子在小区内玩耍的居民陶战勇满脸笑容
地对记者说，以往楼道的灯是小区居民
凑钱换的。新物业公司入驻后，对楼道
照明灯、小区路灯全面排查并及时更
换，居民夜间出入方便了。

道路平坦整洁、车辆停放有序、绿
植郁郁葱葱……4月20日，记者走进郾
城区白云山路西侧的嘉和苑小区，很难
将眼前的景象与老旧小区联系在一起。

建成于2004年的嘉和苑小区共有
16栋楼448户居民。去年7月起，该小
区在龙塔街道巴山路社区居委会的大力
支持下，重修了道路，粉刷了内墙、外
墙，加装了32个摄像头，设置了120
个电动车充电桩和55个新能源汽车充
电桩。

“前些年，因为小区环境差，很多
业主搬离了小区。小区改造后，以前搬
出去住的人又搬回来不少。”小区业主
委员会委员王金峰介绍，为了让小区管
理更规范，在征得全体居民同意后，他
们前一阵子换了新的物业管理公司。

“小区门禁安装了智能识别系统，
安全性大大加强。同时，还把小区入口
处的消防通道加宽到5米……”漯河市
友盟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武澎涛告

诉记者，入驻小区还不到20天，公司
已经投资了8万多元，用于改善小区的
公共基础设施。公司不仅在每个楼道配
备了灭火器，还在大门口配置了一个微

型消防站。记者看到，在小区大门口一
个崭新的微型消防站内，灭火器、防护
服等一应俱全。

“小区的化粪池多年未清理。”王金
峰介绍，漯河市友盟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换了新的窨井盖，清理了化粪池、沉淀
池。

记者在小区走访时看到，每个楼道
内的杂物都被清理干净，保洁员在楼
道内认真清理灰尘和蛛网，单元门前
新装的门牌一目了然。“外卖员再也不
用担心找不到楼栋了！”小区居民纷纷
表示。

为了让居民活动更安全，小区广场
的坑洼路面被填平；为了提升居民安全
感，物业公司安装了32个摄像头，实
现无死角监控；为了打造更好的生活环
境，物业公司张贴了各类文明标语，安
装了减速带……这些措施大大提升了小
区居民的安全感、幸福感。

“老旧小区改造不仅仅指提升硬件
设施水平。”武澎涛说，接下来，物
业公司还将为小区居民提供儿童临时
托管服务，定期开展一些活动丰富居
民精神生活，让大家打心底感觉到幸
福。

老旧小区改造 居民幸福升级

嘉和苑小区一角。 本报记者 张丽霞 摄

■文/图 本报记者 张玲玲
4月21日，在市残疾人康复中心听

力言语康复部大班教室，记者见到了5
岁的强强（化名）。“阿姨，我给你背首
诗吧！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
风雨声，花落知多少。”强强认真的表
情、稚嫩的声音令人动容。除了背诗，
强强还会10以内加减、拼读音节、讲
故事。表面上看起来，强强跟正常孩子
一样。“孩子有听力障碍，在接受康复
训练前连妈妈都不会喊。”强强的妈妈
杨女士说，自从两年前植入耳蜗后，强
强就开始接受免费的康复训练。老师经
常和孩子一对一上课、进行康复训练，孩
子的康复效果很明显，现在能与人正常交
流。

年初以来，像强强一样得到康复救
助的残疾儿童还有很多。市委、市政府
下发的《关于印发〈贯彻落实河南省
2023 年重点民生实事责任分工〉 及
〈2023年市定民生实事及责任分工〉的
通知》中明确要求，对具有我市户籍或
居住证且符合条件的视力、听力、言
语、肢体、智力等残疾儿童和孤独症儿
童开展康复救助，全年救助不少于745
人。市残联全方位推进残疾儿童康复救
助民生实事工作，为“折翼的天使”插
上翅膀。截至目前，全市834名视力、
听力、言语、肢体、智力等残疾儿童和
孤独症儿童正在接受专业的康复训练，
超额完成市定目标任务，完成率达
112%。

4月20日，在市残疾人康复教育
中心感觉统合训练室，10岁的孤独症
患者亮亮（化名）正在进行感觉统合训
练，一旁的姥姥秦女士密切关注亮亮的
一举一动。“过去孩子不理人，也不和
小朋友玩耍。孩子两岁半时被诊断为孤
独症，我们就带他四处求医。对一个普
通家庭来说，每月近万元的治疗费真是

承受不起。”秦女士告诉记者，“自从
2021年加入康复救助项目后，孩子不
仅能免费康复训练，还能享受免费午
餐。目前，孩子的认知能力和生活自理
能力都提高了。这让我们对他的未来充
满了希望。”

“按照兜底线、织密网、建机制的
要求，我们积极争取上级财政资金，与

基本医疗等社会保障机制有效衔接，连
续三年逐步扩大救助年龄范围，将残疾
儿童康复救助的年龄从0岁到6岁扩大
至0岁至12岁，使更多残疾儿童家庭
受益。”市残联负责人告诉记者，他们
以市残疾人康复服务中心为核心，以专
家服务团队、定点康复机构等为补充，
着力打造综合性的残疾儿童康复服务平
台，增加优质儿童康复服务供给，全面
提升康复服务能力和水平。

据了解，市残联联合教育、民政、
卫健委、市场监管等部门建立健全残疾
儿童康复救助定点服务机构动态管理机
制，对康复过程、质量、效果进行督导
监管，并委托第三方专业机构对全市
19家残疾儿童康复救助机构开展评审
认定工作，促进康复机构规范化、标准
化、特色化发展；通过问卷调查、入户
走访、座谈交流等多种方式，精准了解
残疾儿童家庭所需所盼，切实把好事办
好、实事做实，努力提升其满意度和幸
福感。

让残疾儿童健康成长

■文/图 本报记者 于文博
在召陵区翟庄街道东方社区活跃着这

样一群人——他们组建了红色宣讲队、保
驾护航队、医疗保健队、爱心帮扶队等7
支小分队，以雷锋为榜样，把社区居民当
家人，为社区的和谐美丽、居民的幸福生
活贡献力量。他们是东方社区志愿服务
队。

河南省优秀志愿服务社区、漯河市优

秀志愿者服务社区……近年来，一项项荣
誉纷至沓来，东方社区志愿服务队的努力
得到了肯定。4月22日，记者走近这支队
伍，了解其暖心故事。

当天，在东方社区活动室，一场知识
讲座正在进行。讲台上，老师讲得精彩；
讲台下，居民听得认真。此次讲座顺利
进行，离不开志愿服务队队员的努力。当
天一大早，他们就到活动现场布置桌椅、

打扫卫生、维持现场秩序，忙得不亦乐
乎。“每次社区开展活动，我都来帮忙。”
东方社区志愿服务队队员丁云霞说，“能
帮大伙儿做点事，我心里高兴。”

东方社区志愿服务队成立于 2016
年，从最初的三四十人发展到如今的二百
多人。他们走进小区为居民磨刀、磨剪
子、理发、打扫卫生；经常开展慰问孤寡
老人、留守儿童等活动；深入群众调解矛
盾纠纷；组建“夕阳红”艺术团，为居民
义演；组建义务巡逻小分队，为平安小区
保驾护航……

“志愿服务队主要围绕红色宣讲、公
共治安、关爱妇女、宣传环保、文化文
艺、医疗保健、邻里守望7个方面开展
活动。”东方社区有关负责人李圆圆向记
者介绍，“志愿服务队开展的活动十分受
欢迎，一些志愿者成了咱社区的‘明
星’。”

“社区开展志愿服务活动以来，我再
也不用自己磨刀、磨剪子了，连头发都
是志愿者帮忙剪。”在化肥厂家属院居住
的王阿姨说起社区志愿服务队，连声称
赞。居民徐阿姨主动对记者说：“咱们的
志愿者服务周到、贴心，我要为他们点
赞。”

志愿服务活动在东方社区开展得如火
如荼，居民深受感染，自觉加入志愿服务
队伍。“前一段时间，碧嘉苑小区有两家
人因为厕所漏水发生矛盾，咱们的志愿者
调解时，小区居民主动上前帮忙劝说。在
大家的努力下，两家人最终达成和解。”
李圆圆告诉记者，为了表达对志愿者的感
谢，社区大力推广“积分银行”，志愿者
可凭借积分兑换奖品。

如今，开展志愿服务活动在东方社
区蔚然成风，社区一派文明、和谐景
象。

社区志愿服务队 为民服务暖人心

■本报记者 张玲玲
“这是我们应该做的。如

果再遇到类似的事情，我们还
会这样做。”4月21日，接过
学校颁发的“见义勇为好少
年”荣誉证书，市第二高级中
学高二 （6） 班学生韩琦霖、
蔡普迪和周奥凯说。

4月18日晚上9点多，韩
琦霖、蔡普迪和周奥凯放学后
结伴骑电动车回家，行至金山
路沙河桥北的引桥时，突然听
到车辆撞击声和呼喊声。“当
时路灯不亮，我们借助电动车
灯看到一辆电动车和一辆自行
车撞在了一起，一名阿姨摔倒
在地。”周奥凯说，他们立即
上前帮忙。

“另外一名当事人也是学
生，当时吓得不知所措。我在
拨打 110的同时，让她拨打
120急救电话。”周奥凯说，

“拨通120急救电话后，我和
韩琦霖在医生的指导下挪动伤
者，让她保持侧躺。”

报警后，三人一边保护
现场、守护伤者，一边等待
救援。120 急救车赶到后，
蔡普迪帮忙抬担架，将伤者
送上急救车。随后，三人在
现场配合警察处理案件。当
一切处理完毕，三人回到
家，已将近夜里12点。“担
心第二天上学迟到，我们就
给班主任请假，说明了原
因。”韩琦霖说。

路遇交通事故
三名学生援助

■本报记者 杨 光
“公司想购买一份漯河市地

图，但我们跑遍了市区的书店、
文具店，均没有买到。”4月 23
日，市民赵先生拨打本报新闻热
线，反映了这样一件事。赵先生
说，他记得前几年在街头的报亭
能轻松买到纸质地图，现在却很
难。

根据赵先生的反映，记者联
系了相关单位。

市新华书店相关工作人员介
绍，漯河市地图发行量比较小，
近几年没有出版，所以市面上购
买不到。

市民政局区划地名科一名工
作人员介绍，漯河市地图近几年
没有出版，主要原因是需求量太

小。“随着信息技术和互联网的快
速发展，网络地图越来越方便，
更新速度也很快，大家对纸质地
图的需求越来越小。”这名工作人
员表示，市民政局印刷了少量漯
河市地图作为资料保存起来，有
需求者可以单位的名义到市民政
局区划地名科索取。

漯河市地图买不到

■李小将
近日，市市场监管局经开区

分局执法人员在漓江路中段某饭
馆进行日常检查时，发现该饭馆
未张贴或摆放反食品浪费标识，
纸质菜单未标注菜品克重、建议
食用人数。同时，顾客点餐过程
中，该饭馆工作人员未主动说明
菜品分量、建议食用人数，导致
后厨泔水桶内有较多剩余菜品，
造成了浪费。市市场监管局经开
区分局依法对该饭馆作出警告的
行政处罚。（详见本报4月19日03
版）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食品浪费
法》 实施两年来，绝大多数餐
饮服务经营者都能在醒目位置
张 贴 或 者 摆 放 反 食 品 浪 费 标
识 。 同 时 ， 顾 客 点 餐 过 程 中 ，
服务人员积极引导消费者按需
适量点餐。“厉行节约、反对浪
费”成为深入人心的价值取向
和自觉行动。漓江路中段这家
饭馆无视法律规定，市场监管
部门对其作出行政处罚，有多
重警示。

对这家饭馆老板来说，应以
此为戒，立即整改，在醒目位置

张贴或者摆放反对食品浪费的标
识，在顾客点餐时及时提醒适量
点餐，切实负起责任、履行好义
务。

对 其 他 餐 饮 服 务 经 营 者 来
说，要引以为戒，开展自查自
纠，有则改之，无则加勉。

对消费者来说，外出就餐时
要适量点餐、减少浪费，做“光
盘行动”的践行者，养成勤俭节
约的习惯。同时，应加强对餐饮
服务经营者的监督，及时向有关
部门举报违法行为。

厉行节约是中华民族的传统
美德。不论是现在还是将来，遏
制“舌尖上的浪费”，都不能放
松。大家应积极行动起来，始终
绷紧“ 厉 行 节 约 、 反 对 浪 费 ”
这根弦。

“反餐饮浪费罚单”的
多重警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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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强在老师的指引下拼读音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