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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全国文明城市 携手共建美好家园

有感而发

真情守护永不弃 赤诚奉献未了情

———河区湖东办事处网格协管员宋新芝义务照顾孤寡老人纪事

来到河区湖东办事处农专路
社区原豫南药厂家属院， 与古朴的
瓦房散发出陈旧的气息不同， 一条
新路和一处小屋让记者眼前一亮。

在挂着“农专路社区第三网格党支
部”红牌子的小屋前，记者见到了宋
新芝。 据社区工作人员赵攀和王朝
晖介绍， 新路是宋新芝带领小区居
民一起建的， 小屋也是由宋新芝捐
赠给社区的。目前，这间不足

20

平方
米的小屋承担着社区居民服务站、

调解室、 居民议事室和志愿服务站
等多重职能。

谈起农专路社区的宋新芝，附
近居民都交口称赞， 然而她没有显
著荣誉，更没有丰功伟绩，只是一名
普普通通的退休职工。 宋新芝今年
68

岁，

1970

年起在原豫南药厂工作，

1997

年退休后， 热心助人的她就开
始在社区参与志愿服务， 做些力所
能及的工作，这一坚持就是

20

年。尤
其是在担任农专路社区第三网格协
管员的

10

个年头里， 宋新芝更是风
雨无阻，身先士卒，无论在哪里都能
看到她忙碌的身影。多年来，她为社

区事业、辖区居民付出的点点滴滴，

凝聚成一个个动人的故事， 而其中
最令人动容的就是几十年来， 她与
孤寡老人贺娟娟的故事。

1971

年， 刚参加工作不久的宋
新芝认识了同在一个药厂上班的贺
娟娟。了解到比自己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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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的贺娟娟
无亲无故，身世可怜，宋新芝有事没
事就去看望她，陪她唠唠嗑，带她散
散心，这一接触就是几十年。由于年
轻时感情受挫， 性格孤僻的贺娟娟
在心理上产生了偏差，除了宋新芝，

她不跟任何人接触， 不愿与任何人
交往，更不信任任何人。即便是逢年
过节居委会带着慰问品前来探望，

她也坚决将人拒之门外。

2005

年的一个冬天， 身患子宫
输卵管瘤的贺娟娟在拒绝去医院治
疗后， 病情加重， 宋新芝得知情况
后，立即到贺娟娟家中进行劝导，经
过多次的沟通， 终于做通了她的思
想工作， 并立即将其送进了医院进
行手术。负责治疗的医生告诉她们，

肿瘤已经很大， 再晚点来就可能危
及生命。 在随后两个多月的住院期
间，宋新芝忙上忙下，不遗余力地在
医院照顾贺娟娟，直到她病好出院。

“我记得很清楚， 当时我从医院回
来，天下着大雪，我拄着拐杖给她买
菜，路很滑。但我不照顾她，真的就
没有人能照顾她了。放下她不管，我
真的不忍心。”宋新芝向记者讲述了
当年的情景。

随着时间的推移， 热心周到的
宋新芝就慢慢担负起照顾一生未
婚、无依无靠的贺娟娟的义务。而原
本比贺娟娟小的宋新芝却被贺娟娟
老人当成唯一的亲人， 并被亲切地
称为“大姐”，时间已经让这一对原
本没有血缘关系的人， 变成了最亲
近的人。近年来，年过古稀的贺娟娟
身体病痛逐渐增多， 对宋新芝的依
赖性也越来越大， 宋新芝除了照料
家务， 几乎把所有业余时间都花在
照顾贺娟娟身上。

2015

年
3

月的一天，贺娟娟突然
不能动弹， 闻讯赶到的社区工作人
员要求将她送医院， 但是贺娟娟只
认宋新芝，不许任何人进家门。面对
孤僻的贺娟娟， 无奈的工作人员只
好叫来宋新芝。 在外忙碌的宋新芝
得到消息第一时间赶来， 带领大家
一起，打

120

急救电话叫来急救车将
老人送到市中医院进行救治。 经过

检查，老人患轻微脑梗，加上腰椎间
盘突出压迫坐骨神经导致无法动
弹。 经过治疗， 宋新芝将老人送回
家，时刻关注她的病情，并肩负起每
天带老人去医院打针的义务。 在宋
新芝一个多月的悉心照顾之下，贺
娟娟慢慢好起来， 而宋新芝差点病
倒， 她已经忘记自己也是年过花甲
的人。

这次住院后， 考虑到两人年龄
都大了，为了更好地照顾贺娟娟，宋
新芝与贺娟娟商量后， 将其送到了
宝石敬老院。 去敬老院的一切手续
和用品都由宋新芝帮忙操办。 为了
不让她感觉孤独， 宋新芝每周都会
去看望老人， 并及时为她送去一些
日常生活用品。

2015

年
12

月
7

日早上，贺娟娟突
发脑溢血被她送至市中医院进行抢
救，在

8

天
8

夜的抢救中，宋新芝没日
没夜地进行照看， 全面配合医院做
好抢救工作。弥留之际，贺娟娟告诉
宋新芝：“你照顾我这么多年， 我没
有什么报答你的，你家孩子多、负担
重，我要把我的房子留给你，权当是
我对你多年恩情的感激吧。”

2015

年
12

月
14

日晚
9

时，贺娟娟经医院抢救

无效病逝。 宋新芝与社区工作人员
共同安排好贺娟娟的后事， 并遵照
老人生前遗愿， 用老人的遗产在贤
山公墓为其购买墓地一处， 妥善安
葬了老人。

但是， 宋新芝不愿接受老人的
馈赠， 她决定将贺娟娟的故居捐赠
给社区。 今年上半年， 经社区改
造，小屋焕然一新，蜕变成如今的
第三网格党支部和志愿服务站，

才有了开头的一幕和如今社区居
民在此畅所欲言、 欢歌笑语的画
面。“房子我不能要， 当时我拒绝
是想给病重的她留根救命稻草，

现在拒绝是因为我只是做了自己
应该做的事。 这间小屋成为党支
部也是对她最好的纪念！”谈起居
民服务站的建立， 宋新芝老人笃
定地告诉记者。

在照顾了贺娟娟的一生后，如
今已两鬓斑白的宋新芝还在关照

90

岁的涂沦萍和她
72

岁的儿子许家
新。善行无疆，宋新芝老人用滚烫的
心、热情的手、平凡的善举，继续帮
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她常说，趁我
还能动，就多做善事，这样的人生才
有意义！

凝 心 聚 力 共 创 文 明

———河区合力创建全国文明城市纪实

“如果环境变好了，城市变文明
了，我们个人、我们的家人，生活在
这座城市里的所有人都将受益。”
河区文明办的朱主任说。 随着创建
全国文明城市工作的不断推进，这
个观点得到越来越多市民的认可，

大家发现城市变得越来越美丽，生
活幸福指数也随之不断提升。 越来
越多的人认识到创建是为了城市更
美好， 创建的最大获益者正是生活
在其中的每一位居民， 文明逐渐成
为了习惯，成为日常。

志愿服务用行动感化市民
在文化街一带， 记者看到一行

头戴小红帽身穿红马甲的志愿者，

他们正拿着扫帚清扫人行道上的死
角。志愿者小陈说，他们到路上清扫
垃圾，帮助、劝导市民把车辆摆放整
齐， 铲除影响市容的小广告……哪
里需要文明，哪里就有他们的身影。

捡拾垃圾、铲除小广告、疏导交
通……在河区志愿者活动中，志
愿者的行为带动鼓舞了一大批市民
加入到创建活动中。 有些人乱扔垃
圾， 吃完东西随手把擦嘴的纸巾扔
掉， 志愿者们见到一次劝说一次，

“一次、两次、三次……到第四次他
自己就不好意思了， 主动把垃圾扔
进垃圾桶。”遇到一些市民将电动车
放在机动车停车位， 志愿者们上前
劝导的同时， 会帮助他们把车挪到
指定的停车处。还有些市民，对交通
常识了解甚少，不是故意占用盲道，

而是不知道盲道是什么。 遇到这样
的情况， 志愿者们会耐心讲解交通
知识， 了解后的市民下次便不会再
犯错了。“有时遇到机动车停放不到
位，而车主不在场时，我们会给他留
个小便签：您好，这不是机动车停车
位， 请遵守停车秩序， 落款为志愿
者。 用这种比较温馨的方式提醒车
主，效果也不错。”在公交车站，有些
市民不排队，一拥而上，志愿者会引

导大家按序排队，文明上下车。看着
志愿者在寒冷的天气里不求回报，

义务引导， 大家也很乐意支持志愿
者的工作。“这本身就是一种鲜活的
文明精神向导。”市民张先生认为这
种志愿行动十分有利于引导大家的
文明行为。

“随着市民文明意识的提高，大
家对我们的行为越来越理解， 越来
越支持。”志愿者小陈说，以前一些
市民将自行车随意停在道路上，随
手扔擦嘴的纸巾。“现在这种情况几
乎没有了， 更多的市民懂得自觉维
护社区的良好秩序和卫生环境。”

点滴宣传使文明内化于心
市民是城市的主体， 市民素质

是城市文明的灵魂。 要谋求城市文
明的长久， 关键在于生活在城市中
的人的素养的提升。

为实现创文工作常态化， 河
区把建文明城与育文明人有机结合
起来， 实施一系列市民素质提升工

程， 潜移默化间推进创建工作的长
效化。通过发放文明手册，提高市民
们的文明素养，营造浓厚创文氛围。

在主次干道设置公益广告宣传牌，

从点点滴滴处着手， 春风化雨般使
文明浸入每一个市民的心中。

如今， 规范经营已经在许多商
贩心里扎下了根。 记者在五星市场
内看到， 很多商贩都将各自的摊位
卫生打扫干净， 将垃圾集中收集。

“这样既规范又卫生，顾客也逐渐多
了起来。只有规范经营、文明经营，

我们才能赢得顾客的信赖。”摊贩姜
师傅感慨道。

上千块固定标语牌、

1

万多幅
公益广告宣传画、几百场次道德讲
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已渗
透到城市的每个角落，文明理念已
浸入每一个信阳人的心。

社区活动为精神生活添彩
在红星社区文化站， 通过组织

一系列以“孝道”等为主题的道德

讲堂， 弘扬了中华民族传统美德。

“我常来参加道德讲堂活动， 这些
活动内容丰富，形式多样，让我受
益匪浅。” 市民张女士表示社区活
动既精彩又有意义，她总能从中获
得正能量。

走进三五八社区活动广场，十
几个社区居民伴随着轻快的乐曲，

正在表演自编自导自演的广场舞。

她们精气神十足， 面带幸福的笑
容，喜悦的心情带动旁边的人都忍
不住想要加入她们的队伍。她们年
龄最大的

60

多岁， 最小的
40

多岁，

有的是退休的老干部、有的是家庭
主妇、有的是外来务工人员，每天
上午

9

点多， 她们都会自发地到社
区文化广场跳舞，干净整洁的社区
文化广场给辖区居民增添了无尽的
快乐。

创文， 在不经意中提升着城市
品质，涵养着城市风尚；创文，在潜
移默化中改变着城市的面貌， 净化
着居住在这座城市中人们的心灵。

和保洁员有个约定

“尊敬的市民朋友……”刚
一听到这个声音，在文化街一家
药店工作的小田随即拿起店内
的垃圾桶推门出去，保洁员王师
傅迎上来接过垃圾桶，将垃圾倒
入收运车。“下雨了啊。”“是啊，

刚飘了点毛毛雨。” 二人笑着聊
了两句，王师傅骑上车继续沿街
前行，挨家挨户回收垃圾。

保洁员王师傅主要负责文
化街、统一街等四条街道的垃圾
回收工作， 他每天早上

7

点半出
门，开着小型电动收运车，车上
的小喇叭放着提示音乐广播，沿
街在一家家店铺门口停留、店家
取出垃圾和王师傅一起倒进收
运车，如此循环。王师傅告诉记
者，店铺生意越好，垃圾也越多。

他每天沿着这四条道路回收垃
圾， 基本保证上午两趟下午两
趟。

“刚刚我从北京路开始收，

车装满了，就去站点倒，再回来
接着继续。”说着，王师傅赶上前
帮一家餐饮店店员抬出一个较

大的垃圾桶。

王师傅说，以前一些店家会
直接把垃圾倒在路上或者树池
里，有油污、异味，第二天保洁员
不但要清扫垃圾， 还要清洗路
面。 自从定时上门收垃圾后，随
意倾倒的现象基本没有了。记者
现场也看到，虽然文化街上有两
所学校，人流量较大，但道路两
侧店铺门前、 车道上都比较整
洁。“保洁员师傅特别负责，遇到
店里忙的时候他会等，等我们倒
完垃圾再走。” 一家果汁店的服
务员小李说，现在这一带环境卫
生比以前好太多了。路过的学生
周磊也感受颇深，他表示，垃圾
定点定时回收不仅能增强市民
的环保意识，最重要的是垃圾直
接从市民手里放进垃圾车中，减
少了垃圾在外面的暴露时间，不
容易造成二次污染。

现今，文化街一带的商铺店
员都认得王师傅，他们说，王师
傅每天上午、 下午都会来一次，

时间久了，大家都习惯了垃圾车
的广播， 习惯了每天将垃圾收
好，等待王师傅的“登门拜访”。

文明是做出来的

生活中，我们常常遇到这样
的事情：前方红灯亮着，有人却
一哄而上，抢先通行；会场里有
人发言， 电话铃声却不断响起；

公共场合，有人吞云吐雾，旁若
无人……也许，做出如此不文明
行为的人，平时口头上经常挂着
文明的旗号，却又“挥洒”着不文
明的行为。这说明：文明不单单
靠说，而是做出来的

!

其实，经常发生这种“知而
不行”的现象，关键在于有些人
还缺乏自觉的文明意识及文明
行为，让不良的陋习占据着自己
的思想阵地，习以为常地做出不
文明的举动。此类人对于文明规
范是知道的，甚至谈论起来头头
是道， 他们却有一个共同特点，

那就是明知故犯。

因此，如何把这些潜在的文
明人唤醒， 就需要行动的力量。

而不文明的顽疾难以根治，除了
个人学习和自律需要加强之外，

对不文明行为谴责处罚乏力也
是原因之一。 许多人不文明，但
却并未因此付出代价，有时文明
比不文明吃亏，久而久之，许多
人就习惯“拿着不是当理说”了。

所以，提升文明素质，应注意从
这两方面着手：一方面，加强教
育引导，鼓励市民以实际行动做
出来，并加以褒扬；另一方面，对
不文明行为要敢于揭露。 比如，

专门对不文明行为进行抓拍，并
将内容在各种媒体上曝光。或
者，选择一些主干道的路口设置
摄像头和大屏幕， 展示文明行
为，曝光不文明现象。通过对比
进行引导，营造文明我践行的良
好氛围。

有道是“论先后，知为先；论
轻重， 行为重”。 我们不但要在
“知”上下功夫，不断加大宣传引
导力度，让文明的春风吹遍大街
小巷， 让文明礼仪家喻户晓，老
少皆知；更要在“做”上下功夫，

号召大家行动起来，按照文明的
规范和要求去做，在实践中提升
自己的文明素养，并树立标杆式
的文明道德模范， 凝聚见贤思
齐、身体力行的文明力量，全面
推动我市文明创建活动机制化、

常态化。

急救志愿服务进社区

本报讯（记者李小然）近
日，河区五里墩街道办事处民
心社区邀请河区红十字会志
愿者为居民送来了一场实用应
急救护培训。

在培训活动中，志愿者介绍
了发生车祸、溺水时的卫生救护
基本常识，并重点围绕如何开展
有效的心肺复苏术进行讲解，使
大家对卫生救护知识有了进一
步的了解。

在现场记者看到，为了让居
民更容易掌握应急知识，志愿者
在理论讲解后，通过现场示范及
邀请居民现场操作等更直观的
方式， 向在场居民传授施救知
识。

“真的很实用。”居民李女士
说，这种培训很有必要。掌握了

这些急救知识，不但可以保护自
己，也可以及时向需要帮助的人
伸出援手。在现场，亲自参与练
习心肺复苏术的胡女士说，以前
只在电视上看到过这种急救技
术，觉得很神秘，想不到今天能
面对面学习到这种急救方法，

“回去后要把学到的急救知识介
绍给家人和邻居。”

“尽管急救方面的工作也在
逐步开展，但与国外相比，我们
的急救知识普及率较低，掌握急
救技术的群众数量依然不多。”

红十字会志愿者小张说，自己将
充分发挥应急救护的专业知识
特长， 充分利用辖区的资源，帮
助社区居民掌握实用的救护技
能，尽力将各种情况下可能造成
的伤害降到最低。

河区联合执法部门
对“乱停乱放”行为说“不”

本报讯（见习记者王凌云）

12

月
13

日，河区城市管理执法
监察大队抽调

50

人配合民权办
事处执法人员

15

名，集中对张李
湾私自占用公共用地私设停车
场行为进行整治。

据了解，除此之外，河区
城市管理执法监察大队全体执
法人员联合各城区办事处执法

人员共百余人，对区管路段
32

条
道路， 采取集中整治和定点值
守、机动车快巡、电动车慢巡、地
走步巡等方式进行综合治理，并
联合交警部门对人行道乱停放
机动车辆行为以及占道经营、出
店经营、乱搭乱建、破损广告等
违规行为进行劝导、处罚，目前
综合整治行动取得明显效果。

□

本报记者李小然

□

见习记者王凌云

□

李小然

12

月
10

日，为进一步提高广大居民对创建文明城市的知晓率和参与度，

不断巩固文明城市创建成果，河区湖东办事处三里店社区联合文明社区，

与信阳市质量技术监督局、信阳市国土局河一分局组织志愿者
67

人，走访
107

国道、十一中路、正商大道沿线商铺，开展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宣传活动。

图为志愿者将印有“讲文明、树新风”、尊德守礼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等相关文明城市宣传字样的书籍、宣传手册、宣传页和《信阳市市民文明手
册》等实用宣传工具发放给居民。

本报记者李小然摄

图为执法人员正在劝导市民。

本报见习记者王凌云摄

□

本报记者李小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