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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邻居

社区，汇聚了形形色色的居民，
发生着这样那样的大事小情，是一
个社会组成的基本单位。在社区里
有那么一群人，他们不为名不为利，
心中满含大爱，用自己的热心肠和
实际行动去温暖他人。

“没事儿去‘王师傅之家’坐一
坐。”这是新城区东风路街道芳汀花
园社区煤田小区居民常说的一句
话，他们口中的“王师傅”就是 68岁
的王东生。多年来，王东生无偿为
小区居民解决各种难题，被称为“社
区里的活雷锋”。

王东生是煤田小区的老居民，
从 1980 年煤田小区建成后就一直
住在这里，对小区的一草一木、一砖
一瓦、管道阀门都了如指掌，而且非
常热心于小区的公共事务，与所有
居民都有着深厚的感情。

王东生说，小区是 40 多年的老
小区，前几年陆续出现房屋漏水、路
灯不亮、路面坑洼等问题。多年来，
经过社区的管理及居民配合，目前
小区环境越来越好，这让他非常开
心。只有居民真心爱小区，小区才
会越来越好。

芳汀花园工作人员王清清介绍
说：“生活中，王师傅帮我们解决的
事情太多了，有一次小区出现了污

水管道堵塞，王师傅清楚地说明了
问题所在，并领着工作人员准确无
误地找到了堵塞的管道口，以便及
时准确地进行维修，为我们的工作
节 省 了 时 间 ，管 道 及 时 恢 复 了 使
用。”

王清清说：“多次接触后，我们
和王师傅熟络了起来，在王师傅的
热心配合与帮助下，我们能够更准
确快捷地完成小区的工作。很多时
候王师傅还会帮助我们与其他业主
进行沟通和协调，像清理楼道的杂

物、小区内的垃圾等。社区也把业
主们休息纳凉处的桌椅更换一新，
完善功能，打造了小区居民休闲议
事的沟通场所，并取名‘王师傅之
家’。”

“王师傅之家”由此成为了社区
和小区热心业主发现问题、讨论问
题、反馈问题的固定场所。工作人
员和业主们的互动，营造出了“共
建、共治、共享”的和谐氛围，真正做
到了“小事居民治、大事物业办、难
事社区商”的合作治理新格局。

此外，王东生爱好广泛，唱歌、
演奏乐器、画画、写字样样精通，小
区里的文化长廊经常可以看到他的
作品。王东生不仅是小区的热心居
民，还带动了小区的文化氛围，提高
了居民的幸福感。

王清清告诉记者，通过建立“王
师傅之家”，社区深切感受到小区建
设对居民幸福感提升的重要性。未
来，他们将继续探索挖掘各小区的

“人才”，为居民创造更舒心的居住环
境和更温馨的社区。

居民都称他“社区里的活雷锋”
●本报记者 马妍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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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爱的读者朋友，细心的您也许已经发现，您今天打开的这个版面已经悄然发
生了变化。

这次版面调整，我们将进一步优化内容生产与呈现，突出重点策划报道，聚焦社
区，关注民生，服务基层。向深度挺进，向温度贴近。

深耕服务，守望民生。记者将深入城市的大街小巷、社区邻里，发掘人民群众中
感人的正能量故事，记录脚下这方热土“把老百姓身边的大事小情解决好，让大家笑
容更多、心里更暖。”的生动实践，把这座城市的五彩斑斓和万家灯火，把小巷坊间的
幸福美好和充满希望的故事一一讲给您听。

我们感谢，一路有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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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动捧起照顾奶奶的“接力棒”

2月 27日10时许，阳光明媚，早
春的空气里夹杂了丝丝清爽的味
道。呼和浩特市土默特左旗北什轴
乡前朱堡村村民郝永平家的炕头上，
108岁的老奶奶正在吃早饭。老人
的孙媳妇乌云说：“奶奶每天吃两顿
饭，上午 10点多吃一顿，下午 4点多
吃一顿。今天上午为奶奶准备的是
一个馒头、一碗八宝粥、一颗鸡蛋，她
都吃得干干净净。每天一颗鸡蛋，是
奶奶保持了多年的生活习惯。”

看见记者一行进门，百岁老人
仔细端详了一会，大声说：“你们好，
都好！”

乌云说，奶奶虽然只有一只眼
睛有视力，但每天还会看电视。57
岁的孙子郝永平也说，为了让奶奶
看电视解闷，去年他特意买了台 65
寸的大电视，奶奶特别喜欢看美食
类节目。

老 人 名 叫 朱 枣 女 ，生 于 1918

年，今年 108岁。膝下有 4个子女，
如今 3 个儿子都已离世，唯一的女
儿也已 80 多岁。老人一直是和小
儿子生活在一起，2024年 3月，小儿
子去世后，孙子郝永平和孙媳妇乌
云就主动担起了照顾奶奶的责任。

乌云说，公公离世后，我发现爱
人经常深夜辗转反侧，欲言又止。
多次追问后，他才吐露心事：“爸走
了，奶奶没人照顾怎么办？”

“多年来，我为了给上学的女儿
陪读，一直在呼和浩特市区开小饭
桌。因为经营得不错，小饭桌每学
期有 50 多个孩子。当爱人突然提
出想回村里照顾奶奶的时候，我心
里一是放不下自己经营了多年的小
饭桌，放不下那些照顾了多年的孩
子们；另外想到照顾百岁老人不是一
件简单的事，责任重大。爱人知道我
的顾虑，却放心不下年迈的奶奶。看
着他纠结的样子，我们考虑了一段时
间后，最终决定回村里照顾奶奶。”乌
云说，“金钱不重要，承担起责任才重
要。也是在经历这件事后，我和爱人

深刻地理解了这句话的意义，什么都
没有照顾孝顺老人重要。”

郝永平是一位蒙古族汉子，身
材高大，声音洪亮。看见有客人来，
便催促妻子赶紧给倒水，言语中夹
杂着一些急切，但是转身看见奶奶，
他脸上的表情立马变得柔和起来。

乌云说：“郝永平平时有些严
肃，但在奶奶身上，可是太有耐心
了，如今更是把所有的宠爱都给了
奶奶。”

“家有一老如有一宝 ，奶奶可
调皮了！”在交谈中，郝永平的一句
话让人忍俊不禁。

爱是琐碎日常里的点点滴滴

57岁的孙子对奶奶的爱让人感
动，孙媳妇对奶奶的爱同样很细腻。

郝永平说：“因为我还在土默特
左旗察素齐镇人民路社区上班，周
一走，周五下班才回来，所以真正陪
伴奶奶的时间，媳妇比我要长。媳
妇的好，我记在心里。”

对于丈夫的这份认可，55岁的
乌云暖心地说：“奶奶没了儿子，丈
夫没了爸爸，我心疼他们，所以尽可
能地多承担一些。”

乌云说，一直生活在城市，突然
回到农村感觉很不适应。奶奶虽然
年过百岁，思维却异常清晰，有时候
奶奶一句“让你受委屈了”让她感
觉心头暖暖的。与百岁老人的生活
点滴，也渐渐让她对人生的意义有
了不一样的看法。慢慢地，她开始
用手机记录奶奶和爱人的生活日
常，每天陪奶奶聊天，静静听老人诉
说她过去的故事。

从奶奶早晨起床洗漱，到每日
餐食以及常年卧床的照顾，乌云从
平凡点滴做起，用真情诠释着中华
民族的传统美德。如今，村里人只
要提起郝永平和乌云夫妻俩，个个
都会竖起大拇指。

尊老敬老的良好风尚代代相传

郝永平和乌云的两个女儿在父
母的影响下，也处处体现着对太奶
奶的尊敬和爱戴。

乌云说，出嫁的大女儿时常回
来看太奶奶。上大一的二女儿只要
放假，就主动承担起照顾太奶奶的
责任：水温是否合适，饭菜是否合
口，甚至连上厕所的次数，都记得明
明白白。

从 2024 年开始，108 岁的奶奶
原本纯白色的头发开始长出了很多
黑发，郝永平笑着说：”奶奶返老还
童啦!”

乌云说，她经常看见爱人拿起
梳子，小心翼翼地为奶奶梳理着那
花白的头发，动作轻柔得仿佛在对
待稀世珍宝。奶奶微微眯着眼，脸
上的笑容愈发惬意，嘴里还不时哼
起一些古老的曲调，饱含着岁月的
韵味。

最动人的亲情，就藏在这些不
起眼的日常里，是跨越生命的循环，
更是家风的传承。

57岁孙子把108岁奶奶宠成了孩子
●本报记者 马妍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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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话说，“百善孝为先。”在
呼和浩特市土默特左旗北什轴
乡前朱堡村，一对年龄相差半
个世纪的祖孙，用最质朴的陪
伴完美地诠释了这句话。特别
是祖孙之间温馨互动的视频在
网络走红后，感动了无数人。

抚摸着奶奶的手，郝永平满是幸福。

本报讯（记者 安娜 实习记
者 吴香凝）2 月 24 日，一场跨越
千里的爱心接力圆满收官。在
呼和浩特市救助站未成年人保
护中心的不懈努力与跨省紧密
协作下，17 岁的山东女孩小美
（化名）在离家出走多日后，终于
安全抵达山东省枣庄市的家中，
与焦急等候的父母紧紧相拥，一
家人喜极而泣。

2 月 19 日凌晨，回民区公安
分局新华西街派出所迎来一位
神情落寞、满脸倦容的女孩。女
孩声音里带着一丝颤抖，向民警
求助，称自己无家可归。经警方
耐心询问，得知女孩名叫小美，
因不堪学业压力，从山东家中出
走，一路来到呼和浩特市。由于
小美不愿透露家长的联系方式
及个人身份信息，警方无奈之
下，迅速联系呼和浩特市救助站
未成年人保护中心，对女孩展开
临时救助。

接到消息后，呼和浩特市救
助站未成年人保护中心工作人
员立刻带着充足的生活必需品，
赶到派出所。初见小美时，她眼
神闪躲，满是不安与防备。工作
人员轻声细语，温柔地牵着小美
的手，将她带回保护中心，并安
排了温馨舒适、安静独立的休息
空间。

见小美始终情绪低落，不愿
与人交流，保护中心特意调配专
业心理老师为她量身定制心理疏

导方案。起初，小美沉默寡言，面
对心理老师关切的询问，仅用简
短的“嗯”“不知道”等回应。心理
老师毫不气馁，每天坐在小美身
旁，从日常琐事聊起，分享校园里
的趣事，一点点拉近与她的距
离。保护中心工作人员也时刻留
意小美的喜好，精心准备她爱看
的书籍、喜欢的零食。渐渐地，小
美的眼神柔和了，话也多了起来。

在此期间，呼和浩特市救助
站未成年人保护中心与小美家乡
的民政部门及家长建立“双线联
络”机制。工作人员每日与小美
的父母通话，详细分享小美的状
况，宽慰忧心忡忡的家长。

直到2月23日，小美终于主动
袒露内心的痛苦：“学习压力太大
了，我怕辜负爸妈的期望……”工
作人员耐心倾听，温柔开导：“每个
人都有无助的时候，父母最在乎
的，永远是你的健康和快乐。”听
罢，小美眼眶泛红，轻声说道：“我
想回家了，我想爸爸妈妈了。”

2月 24日，经多方协调，一支
由呼和浩特市救助站未成年人保
护中心牵头组建的护送小组迅速
行动。他们肩负使命，跨越 1000
多公里，采用高铁接力的方式护送
小美返乡。2月24日夜间，高铁缓
缓驶入山东省枣庄站，小美一眼便
望见在站台上等候的父母，她飞奔
下车，与父母紧紧相拥，泣不成
声。小美父母向护送小组工作人
员连声道谢，激动不已。

接力救助 17岁山东少女安全返乡

本报讯（记者 于亚军）2月 27
日，记者采访时了解到，内蒙古自
治区人民医院骨科中心关节外科
张剑君主任医师、王伟副主任医
师、刘洋主治医师医疗组成功完成
一例 102岁高龄股骨粗隆粉碎性
骨折患者人工股骨头置换手术。
高龄股骨粗隆粉碎性骨折在临床
上属于常见病，85岁左右年龄患
者多发，但对于100岁以上患者很
少见。

据介绍，患者是一位102岁的
老人，在家中行走时不慎摔倒碰伤
右髋部，右下肢不能站立行走，家
人将其送到内蒙古自治区人民医
院就诊。

经检查，老人意识清晰，右下肢
短缩外旋畸形，右股骨大粗隆上
移，局部叩痛阳性，右髋关节活动
受限，X光片显示右股骨粗隆粉碎
性骨折。住院后，医疗组再次完善
术前全身检查，术前与呼吸内科及
麻醉科会诊，就患者目前的病情和
患者家属充分沟通，详细讲解手术
治疗方案及术中术后相关并发症
风险，家属同意进行人工股骨头置
换手术。

住院第二天，医护人员为老人
进行了右侧人工股骨头置换手术。
因患者高龄且骨质疏松严重，手术
中需轻柔操作。经过医护人员的努
力，手术顺利成功，术后老人生命体
征平稳，双足趾活动自如。

目前，老人正在恢复中。

102岁老人骨折 专家妙手换新“髋”

医护人员在手术中

本报讯（记者 阿柔娜）近期，
新城区海拉尔东路街道赛马场社
区针对名城国际小区 13 号楼超
市占道经营这一长期困扰居民的
难题，积极行动，借助 12345 平
台，联合新城区城管部门，成功开
展专项治理工作，切实为民办实
事，提升居民生活环境质量。

很长时间以来，名城国际小
区 13 号楼的一家超市因承接快
递寄存业务，将大量货物堆放在
店外公共区域，不仅严重阻碍了
居民正常进出，还对小区整体环
境造成了不良影响。赛马场社区
高度重视，多次安排工作人员与
超市店主沟通协调，要求其规范
经营，不得占道堆放物品。但店
主整改不佳，问题始终未能得到
有效解决。

为彻底根治这一顽疾，赛马
场社区充分利用 12345 平台，向
新城区城管部门详细说明情况，
请求协助。新城区城管部门迅
速响应，派遣执法人员前往现
场。执法人员再次对超市店主
进行法律法规宣传教育，明确告
知其占道经营的违法性及对居
民生活造成的负面影响。在社
区多次沟通无果的情况下，依据
相关法律法规，城管执法人员对
店主下达整改通知书，责令其限
期整改到位，杜绝此类现象再次
发生。

此次联合执法行动取得了显
著成效，小区道路恢复畅通，整体
环境得到明显改善，居民纷纷对
社区及城管部门的工作表示认可
与感谢。

这个小区超市占道经营顽疾得解决

呼声回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