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青青志愿者协会开展了以“体验环卫工工作环境，美
化信阳市城市环境”为主题的志愿活动，志愿者走上街头体验
环卫工作。图为志愿者在市区小南门一带帮环卫工打扫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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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马童

一周市长热线回应

坚决叫停私人非法采石
平桥区石先生反映，兰店乡

红石洞山有人非法采石，望调查
处理。

接电后，市长热线办公室立
即通知平桥区政府（电话：

3772020

）办理。经查，反映情况
属实。针对该情况，区矿管办已
对当事人下达停止乱挖滥采通
知书， 责令其撤走采掘机械；同
时责成区矿管办邢集站做好监
控，禁止后续采挖。经回访，石先
生对办理结果表示满意。

记者的话：私人非法采石事
关国有矿产流失和生态环境破
坏，坚决叫停没商量。要做的工
作还有很多，依法处罚，责令恢
复环境都是环境资源保护的强
有力手段。

岂能拒刷老年乘车卡
多名市民反映，市区

6

路与
9

路公交车拒刷老年卡，望调查处
理。

接电后，市长热线办公室立
即通知市交通运输局（电话：

12328

）办理。经查，

6

路与
9

路公
交运营车辆为私人挂靠车辆，部
分车主出于私人目的，不愿意执
行老年人优惠乘车政策。针对该
情况，市公交总公司正对私人挂
靠线路进行公司化改造，将逐步
淘汰私营挂靠车辆， 统一管理，

提高服务质量。 经逐一回访，反
映人均对办理结果表示满意。

记者的话：今年我市“十件
实事”之一是施行老年人免费乘
坐公交车， 市民一片叫好声。不
管什么原因，正常开行的公交车
都不能拒刷老年乘车卡，希望有
关部门把好事办好办实。

风雨一肩挑 爱心常相伴

———73岁环卫老人王淑英收养女孩16载

“酒干倘卖无
,

酒干倘卖无……”

熟悉的旋律让我们想起了李雪健饰
演的哑父和养女阿美的感人故事，

而在我们身边也有这样一个动人的
故事：

73

岁的王淑英和她
16

岁的养
女丹丹。

“奶奶，等我长大了，你想吃什
么，我都给你买。”“奶奶，我长大了，

我们就不住这里了， 我让你住别墅
好不好，你住楼下，不用爬楼梯，我
住楼上， 安静。”

73

岁的王淑英向记
者转述丹丹的话，眼神里都是笑意。

因爱而爱不求回报
无论是严寒酷暑， 还是晴天雨

季，每天晚上
10

点半，一位古稀老人
都要站在胡同外， 等着她的孙女放
学。“丹丹怕黑， 我要在外面等她放
学，我们再一起回家。”王淑英老人说。

王淑英是河区老城办事处中
山社区的一名环卫工人。

2000

年的
大年初十， 在许多家庭新春相聚共
享天伦之乐的时候， 王淑英捡到了
刚刚出生的丹丹。“身上的纸条写着
她的出生时辰，那天她刚出生。当时
许多人都劝我，养个孩子多麻烦，你
给自己找负担，但我觉得，这是个小

生命，哪怕再难，我也要把她养大，

让她像正常的孩子一样， 有个家。”

回到家， 王淑英立即买来奶粉和米
粉， 让丹丹吃到了来到世上的第一
口奶。

从此， 王淑英的生活中多了一
个孙女， 而丹丹的世界有了一位奶
奶。 幼年失去母亲的王淑英也是由
爷爷奶奶照顾长大， 她知道应该给
予这个孩子什么。

“收养时是按母女关系定的，那
时我老伴还活着， 但是你看我满头
白发，太老了，我怕同学笑她，就让
她叫我奶奶。”王淑英说起为什么让
丹丹喊自己奶奶的原因。称呼，并不
影响王淑英和丹丹的感情。

16

年来，

每当丹丹生病难过时， 陪伴她的是
奶奶；每天上学、放学接送她的是奶
奶；每当她饿了、累了、困了，照顾她
的还是奶奶。

一天天长大， 丹丹也越来越懂
事，爱学习、爱运动的她是个孝顺的
孩子。“我上次生病了，脑血栓，看病
拿药都是丹丹照顾我。她真的很乖，

我很知足。”王淑英告诉记者，自己
对丹丹没有任何要求，她还小，只要
她健康快乐， 自己就满足了。“我不
祈求她为我养老， 我老了也不愿意
给她添负担，我就是心疼这孩子，不
想她跟着我受罪， 我自己苦点怎么
样都可以。”老人节衣缩食，没有一
天清闲的日子， 没有一件像样的衣
服，家里也没有一件值钱的家什，每
天省吃俭用，为的就是孙女能吃好、

穿好、好好读书。

坚守岗位自力更生
在王淑英住的房子里堆满了大

大小小的锅、 各种老式钟表和别人
给的衣服、鞋子以及旧报纸。过去的
16

年里，老人靠做零工、拾破烂、在
街道打扫卫生养活了如今已经读高
二的丹丹， 而拾破烂是老人坚持多
年的“固定职业”。家里右侧的第一
个房间里挂满了大大小小的奖状，

王淑英拿出丹丹在小学和初中时获
得的奖状给记者看。“丹丹是特长
生，短跑多次在市里获奖，学习成绩
也不错。去年，她以优异的成绩考上
了咱们市里最好的高中， 每年都会
得奖状。”中山社区居委会工作人员
余潇告诉记者。

王淑英老人因勤快、 有责任心
而竞聘上了社区公益性岗位。 多年
来，她早出晚归，拖着年迈的身体从
事街道清扫工作， 从最初的一个月
300

元到现在的一个月
860

元工资，

而这些收入不是用来享受， 只为了
孙女丹丹能有饭吃、 有衣穿、 有学
上。除了微薄的工资，老人每天靠捡
破烂补贴家用。别人扔的废瓶子、不
要的旧报纸等，通过收集贩卖废品，

王淑英将这些都变成祖孙俩的生活
费和丹丹的学费。

社区工作人员余潇说， 王淑英
做事认真负责， 多次受到过表扬和
奖励。“我觉得人不能懒，要学好，要
学勤快，一切都会好起来。既然做清
洁，就要踏踏实实把路段扫好，我每
天去得早，离开得迟。”王淑英指着

墙上她获的奖状和大红花告诉记
者。老人每天

5

点多就到了太平缸胡
同她负责的路段开始工作， 到

11

点
结束；

14

点上岗，

17

点结束。 王淑英
告诉记者， 她一天的大部分时间都
在路上坚守。

免费两餐助力爱心
与一般人家不同的是， 王淑英

家里没有做饭用的灶。

“早上干完活，我就去附近的爱
心粥屋免费吃早餐。”王淑英告诉记
者，在爱心粥屋吃得比家里都饱，每
人两个馒头、 一碗粥还可以吃到可
口的炒菜和咸菜。“早餐都是现成
的， 最重要的是可以省下饭钱攒着
给丹丹读书用。”

“她经常帮我收拾摊位，在这附
近打扫卫生，人很实在，也很勤快，

时间久了，我们都喜欢这个婆婆，每
次都会顺手给她下一碗热干面或者
留两个包子， 这就够她吃一顿了。”

太平缸胡同菜场附近的小餐馆老板
娘告诉记者， 周围做小餐饮的摊铺

都经常让老人在自己家免费吃午
餐。因为为人热心、实在，王淑英博
得了远近闻名的好名声。

“孩子一天三顿在学校吃食堂，

我很放心，我自己中午没有做过饭，

谁见了都会留点给我吃， 大家知道
我的情况，对我都很照顾，都没少帮
我。”王淑英说。至于晚餐，王淑英指
着桌上刚买的

35

元一箱的方便面告
诉记者，这就是她的晚餐。“人老了，

吃得很少，这生活，我满足了。光是
爱心粥屋和免费午餐， 每天可以省
下不少饭钱。”王淑英说，自己年少
时就因家里困难没读过多少书，现
在的她，再苦不能苦孩子，再穷也不
能穷教育。自己从牙缝里挤，能少花
一分就少花一分， 而丹丹上学正是
用钱的时候。 每个月祖孙俩除了房
租和电费近

200

元的生活支出，其他
全部用来供丹丹上学。

“我觉得自己是最幸福的人，很
穷，很苦，但是我过得很开心，因为
付出的人都是快乐的。” 说话间，王
淑英的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

本报见习记者王凌云

□

李小然

文明需要你我他

只有文明花开，才能幸福满
城。一座城市的文明，必须以全
体市民的文明为基础， 像爱护
自己的家一样爱护城市文明的
点点滴滴，以自身的善行美德，

共同搭建城市文明的大厦，我
们离创建文明城市的目标就不
远了。

试想， 开车者向外抛掷杂
物、常开远光灯、强行变线插队、

转弯不打灯；行人闯红灯、随意
丢垃圾； 在公共场所乱写乱画、

大声喧哗、恶语伤人、随地吐痰、

举止粗野……不但有损自己的
形象，让外人笑话，更让我们的
城市蒙羞！反之，倘若我们养成
好的文明习惯， 革除不好的陋
习，用文明、卫生城市市民的标

准来规范自己的行为、营造一个
以文明为荣，脏、乱、差为耻的舆
论氛围，皆以主人翁姿态，成为
文明与爱心的传递者、 倡导者，

以前所未有的力量凝成一股绳，

上演一曲恢弘的大合唱，写就一
部城市的文明史诗。那么，我们
的城市一定会变成文明、 宜居、

和谐、美丽的家园。

文明需要你我他，和谐美丽
靠大家。创建文明城市没有旁观
者，人人都是责任人，人人都是
受益者。因此，举全市之力，融全
民之智， 是文明创建的必然选
择。当下，我市正在紧锣密鼓地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要顺利完成
这一全市人民政治文化生活中
的大事情，就需要全体市民身体
力行、共同努力，做文明一座城
的好市民。

记者有话说
:

5800

多个日日夜夜，王淑英老人要走过多少条路，翻过多少个垃
圾箱，扫过多少次大街，拣过多少个废品，才能将一个孩子抚养至今。

16

年里，一个无依无靠的老人是凭借着何种坚毅和力量，抚育了一个
毫无血缘关系的小女孩，这其中，年迈贫困的王淑英付出了什么，我
们无法想象。

采访中，王淑英一再表示，只要自己还能动，就会一直抚养丹丹
直至生命的尽头。艰难困苦，玉汝于成，如今，昔日襁褓中的女孩已经
逐渐长大，相信在爱的浇灌下，丹丹也会越来越好。

（上接第一版）

“到饭店吃饭要本着吃多少点多少的
原则，在家做饭也一样，尤其是过年的时
候，要把握好饭菜的量，不要因为面子问
题造成浪费。 ”家住平桥区龙江路的市民
张莉告诉记者，有人觉得打包很“丢份”，

但她不这么觉得，“打包，要从观念转变开
始，让‘光盘’成为时尚，成为光荣。 ”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我市以让
百姓吃得安心、吃得放心为目标，加大抽
检力度。市质监局依法审查、核发食品生
产单位许可证照， 开展食品小作坊整治
活动，杜绝无证食品生产，加强生产作坊
监管。与此同时，该局还专门抽调稽查人
员，组成

6

个工作小组，配备
6

台车辆，

出动执法人员达
300

多人次， 对中心城
区食品加工小作坊分街道分路段进行拉
网式排查， 整治规范食品小作坊的生产
加工行为。

此外， 我市还把
12365

热线系统建
成质监部门获取违法行为线索、畅通群众
诉求的重要渠道，使

12365

热线成为消费
者高度信赖的维权和打假治劣的平台。

创建工作开展一年多来， 我市共发
放“光盘行动”“文明用餐不剩饭”文明引
导牌及宣传画报共计

3

万余个（张），实
现了宣传标语全覆盖， 时刻提醒人们养
成节俭、惜福的好习惯，从生活细节创建
文明城市。

浓厚的文明用餐氛围，让“打包”不
再是丢面子，而是用餐习惯，是展示内在
修养的时尚。

住：美丽宜居心舒畅，社区遍
开文明花

“平电社区二号家属院在推进创建

文明社区之初，居民们态度迟疑，参与度
不高。我们找到了老住户刘红彦大姐，动
之以情，晓之以理，邀请刘大姐参与到创
建活动中来，清除了楼前的积存垃圾，修
整了小区的方砖步道。”平桥办事处相关
负责人介绍说。

“我通过亲身参与，真切感受到了小
区的变化， 我现在参加了社区的志愿服
务队， 发动小区居民一起参与维护创建
成果。 ”刘红彦告诉记者，自从今年

8

月
份市博物馆把她们社区作为牵手共建帮
扶社区以来， 居民们自觉爱护小区环境
的积极性更高了， 市博物馆的志愿者们
会不定期来小区帮忙打扫卫生、 清除杂
草杂物。

作为建成近
20

年的老旧小区，平电
社区的旧貌换新颜让人欣慰， 而新建成
小区的宜居环境则因文明社区创建而锦
上添花。

今年
6

月
18

日，市体育局为牵手共
建文明社区———河区湖东花园小区送
来了“大礼包”，体育运动表演、免费体
检、免费理发、捐赠健身器材……小区居
民张大爷看到新安装的健身器材兴奋地
说：“不用再跑到河边的健身广场排队
用健身器了， 以后在小区里就能锻炼身
体啦！ ”

除了硬件设施的完善， 通过一系
列精神文明知识宣传， 社区居民邻里
间有了更多的沟通往来， 让社区的文
明人来带动社区文明，渐渐地楼院里垃
圾少了，环境好了；冷漠少了，关爱多
了；纠纷少了，互助多了。 果树花园、文
体器材， 勾绘出的宜居景色让人心情
愉悦；花草绿地认养，邻里守望相助，

居民的归属感、幸福感、文明素养与日

俱增。

行：文明交通我先行，志愿洪
流助文明

文明交通是城市的一张名片， 是展
现城市文明的窗口，更是居民素质、城市
文明程度最重要、最直观的体现。多一份
自觉，多一份文明。在一些主街主路我们
不难看到戴着“文明引导志愿者”袖标的
志愿者在引导着交通。 这些志愿者在劝
告行人文明出行、模范遵守交通规则、减
少“中国式过马路”现象、克服乱扔垃圾、

随地吐痰等不文明行为、 树立文明生活
习惯、 养成文明出行理念上发挥了十分
重要的作用。

“现在引导交通比刚刚开始时简单
多了，大家基本上看到红灯就停下了，在
我们连续一周的志愿服务中就明显感
受到大家文明出行的改变，都自觉站到
白线以后，不横穿、不抢灯，文明出行的
观念深入市民心中，一些小小细节的改
变就看出了市民们自觉文明、由内而外
的文明养成。 ”作为今年

6

月我市首批
上岗的文明交通志愿者，来自信阳师范
学院的大三学生谢倩倩感触颇深，她觉
得，通过开展形式多样的创建全国文明
城市活动，市民的文明素质正在潜移默
化中提升。

宜居信阳千般秀，文明花开别样红。

200

多个文明使者志愿服务站，

16

万名
注册志愿服务者、

1300

多支志愿服务队
伍、

10

多万次志愿服务活动……信阳自
开展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以来， 文明
志愿服务站遍布主街主路， 文明志愿者
随处可见， 他们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诠释
着文明的内涵， 把文明的种子播撒在全
市的公园广场、 大街小巷， 像一面面红
旗， 昭示着信阳创建全国文明城市的热
情火焰。

文明花开别样红

日前， 信阳他她健身俱乐部部分爱心人士来到河区
游河乡出山店小学，为该校

108

名学生捐赠了校服，并赠送
了
2

台电脑和若干图书资料。

本报记者孟磊摄

11

月
26

日上午，由河区总工会、河区教体局举办的
河区首届“五环杯”羽毛球比赛在五环羽毛球馆激情开赛，共
有
19

支队伍参加了此次比赛。图为比赛现场。

本报记者韩蕾摄

背 街 小 巷 路 灯 亮 了

居民出行方便心里暖
本报讯（记者李亚云）“路灯终于

亮了， 孩子下晚自习回家， 我也就踏实
了”“巷子里亮堂堂的， 小偷还敢进来
吗？”……昨日，夜幕降临，走在河南路社
区科技路、 工农路上的居民心中暖意融
融。眼前两条

500

米长的背街小巷终于亮
起了路灯，原来的“黑漆漆”变成“亮堂
堂”，路过的居民心里十分舒心。

“这期盼已久的路灯可算亮了。”居
民张大爷边说边乐呵呵地往家赶。 记者
从河南路社区了解到， 眼前这两条小巷
一头连着民桥大街河南路， 一头通往多
个居民小区，涉及居民

800

余户，人流量
很大。

然而，这两条巷子安装路灯后，由于
线路老化和灯泡不节能，年久失修，造成路

灯时常不亮，给居民出行带来极大不便。

11

月
26

日， 河南路社区经过向办事
处、供电局和辖区单位等多个部门申请、

协调， 终于解决了路灯不亮的问题。当
日，社区请来专业电工，组成施工队冒着
寒冬低温一共维修线路

1000

米， 安装了
分线盒、定时器。这样，两条背街小巷

20

盏路灯全部亮了起来。

信阳日报传媒集团 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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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阳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