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早餐点摊主：

希望政府引导我们更规范

�

“记者同志，我们在这里卖早餐，政府部门能不能让我们知道，怎
么样才是规范的？我们也希望长期干下去。 ”

6

月
8

日上午，在本报组
织的“进社区访民生《信阳晚报》帮你办”活动中，贸易广场早餐点的
一位摊主告诉记者。

贸易广场的早餐点位于其北区。 “以前，这里除了卖早饭，还有菜
市场。后来菜市场向南挪了几十米，这里只剩下早餐点了。 ”附近一位
商户告诉记者。 该商户表示，这里有早餐点已经很长时间了，从贸易
广场投入使用开始就有了。 这里的早餐点给贸易广场的商户们带来
了方便，也给贸易广场附近的居民带来了方便。 不过，由于其缺乏规
划、卫生条件差等原因，这里的早餐点经常被禁止出摊。后来，由于附
近居民和早餐点摊主反对声音较大， 湖东办事处在这里划定了早餐
点经营区域，并为其统一配备了铁皮车、桌椅等设备。一定时间内，这
里的早餐点规范了许多，有时候上级检查还要到这里观摩参观，早餐
点成为了观摩点。

记者留意到，

8

日上午，这里的早摊点都在划定的区域内，摊主们
也都穿上了厨师的整套装备，桌椅旁边也都放置了垃圾桶等，不少摊
主也都抽空将地面清扫清扫， 整个早餐点区域看起来比较干净。

10

时左右，这里的早餐点基本都收摊了。 “有时候还是不让我们出摊。我
们不知道，到底什么样的标准才能达标。 ”不少摊主都反映。

李金芳：“孩子们对我都很好”

� �

“妈，不是让你歇着嘛，怎么又去
买菜了？ ”昨日早上，在柳堤春晓社区
内，李金芳的三儿子看着提着菜回来
的母亲，连忙接过菜篮子，扶着她坐
下说道，“我妈腿不好，所以买菜家务
这些活，都不会让她干的。 ”

“孩子们啥活都不让我干，有时
候实在是闲得慌，就偷偷跑出去买点
菜回来。 ”李金芳乐呵呵地对记者说，

“有时候要是被孩子发现了， 他们就
怪我！ ”

今年
78

岁的李奶奶， 有
7

个孩
子，两个女儿，五个儿子，大女儿在广

州打工，房子空了下来，所以李奶奶现
在住在大女儿位于柳堤春晓

4

号楼
2

单元的家，除了李奶奶，还住着房子正
在装修的小女儿和在社区内做生意的
六儿子。 “这几个孩子都很团结，平时
谁家里有点啥事，各家都会帮忙，从来
不吵架，也不脸红。 ”李金芳自豪地对
记者说，“不仅我的孩子， 我这几个儿
媳妇对我都特别好。 ”

之前李奶奶跟着几个孩子在广
州生活，现在几个孙子、孙女都长大
了，需要回来上学，所以李奶奶跟着
孩子们又都回来生活了。 “现在回来
跟着孩子们生活， 过得也很舒服，他
们啥事都给我办好。 ”李奶奶说，她有

点胖，所以很难在商场里买到合适的
衣服，一年四季的衣服都是几个儿媳
妇给她做的，“这个给我做衣服，那个
就给我做鞋，都还给我钱，其实吧，吃
的用的穿的都给我准备的有，我要钱
也没地方花。 ”

年轻时干重活，让李奶奶的腿落下
了病根，时不时的疼痛，而且也不能长
时间走路，所以李奶奶即使在社区内遛
弯，也会随身携带一把小凳子，累的时
候随时都能歇歇。 “上周，小儿媳妇还掏
钱让我去按摩腿，这不今天下午要是再
去就是第六次了。 ”李奶奶说，“年轻时
虽然受了不少苦，但是现在孩子们都对
我这么好，真是享福了。 ”

柳絮漫天飞 居民怕开窗

�

昨日，在本报“进社区访民生《信阳
晚报》帮您办”活动中，家住柳堤春晓社区
的柏女士向记者反映了小区附近几处植
物的问题。

“每到春夏之交，这附近河边的柳絮
就飘得特别厉害，我们靠街的几家都不敢
开窗户。 ”柏女士告诉记者，“我听说外地
有一种技术，就是给树木做个‘小手术’，

就可以让它失去繁殖能力， 也就不在授
粉、飘柳絮了。 不知道信阳有没有这种技
术。 ”

同时，柏女士还担心，在河岸边的
几棵树木有点太大了，会不会对堤岸有所
损坏， 尽管今年以来河水位一直不高，

南湾湖也都在枯水期，但还是希望有关部
门及早做好准备，防患于未然。 记者随后
向柏女士表示， 将尽快与市园林部门联
系，争取早日解决此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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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老先生：

“我永远感恩这张报纸！ ”

“你们《信阳晚报》这个帮办做得
可真好啊！ ”昨日，本报记者在柳堤春
晓社区内刚刚挂起“进社区访民生
《信阳晚报》帮您办”的横幅，闻讯而
来的修景良老先生就赶到了服务台
前，拉着记者的手，话起了家常。

原来，今年已是古稀之年的修老

先生曾在两三年前通过晚报新闻热
线向记者反映过社区的一些情况，很
快得到了及时处理和解决。 “要说是
什么事儿，年纪大了，记不得了，但就
是记得当时在报纸中缝里找到了记
者电话，而且接电话的记者态度很热
情， 也很耐心， 很快就把事情解决
了。 ”修老先生感慨地说，“一晃这几
年过去了，就《信阳晚报》这四个字还

记得很清楚。我永远感恩这张报纸。 ”

听完记者介绍这次“进社区访
民生”活动的宗旨，同时信阳市中院
民三厅吴孔玉副厅长也耐心地向修
老先生解释了有关法律方面的常识，

老先生表示：“帮办栏目好，送法进社
区也好，关心民生，又接地气，如果有
什么烦心事、不好解决的事，我还会
继续打你们的热线电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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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绿化带 竟成“晾衣场”

�

“你们看看，多好的绿色植物隔离带
被他们糟蹋成什么样子了。 ”家住贸易广
场社区的王大妈指着绿化带向记者诉苦
道。

6

月
8

日，本报组织的“进社区访民
生《信阳晚报》帮您办”大型公益活动。 贴
近群众，走进基层，倾听社区居民的诉求。

当日记者来到该社区居民反映的公共绿
地被私占的地方，在现场记者看到整个绿
化带已经堆满了板材货物，树与树之间还
拉起了晾衣服的绳子。 据附近居民反映，

物业公司也补种了一些花草树木，但是由
于一些不停劝告的业主依旧把货物堆积
在绿化带中，不少花草都被压死。 据物业
工作人员介绍，业主们晾晒的衣服里面没
有洗干净的洗衣粉等残留物是导致花草
死亡的重要因素。

私自将绿地变成自家仓库、 阳台，改
变了原有公共绿地的用途，是一种极不文
明的行为， 也是居民整体素质的一种倒
退。 本报在此呼吁，业主们要为大家着想，

绿地是公共用地，不是某一个人或某几个
人的。 同时也呼吁有关部门加大监管力
度，绝不允许一己私利而毁了公共绿地。

� �进社区访民生
《信阳晚报》帮您办 时间：2014年6月8日上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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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与市中院共同为社区居民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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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回听了法官们的说法，我心
里算是有底了， 你们可是帮了大忙
了！ ”昨日，在了解到本报将开展“进
社区访民生”活动后，市中级人民法
院主动联系报社，并派出资深法官参
与到活动中来，为社区居民普及法律

常识，并同记者一道，针对居民遇到
的具体案例和实际情况，提供法律服
务， 受到了社区居民的一致好评，在
活动现场，前来咨询的陈先生高兴地
对记者说。

在柳堤春晓社区，市民陈先生就
自己朋友因发生纠纷被人打伤一事，

市民郭先生就自己的小卖店被人酒

后蓄意闹事一事，向市中院民三厅副
厅长吴孔玉和法官王道新咨询该如
何处理。两位法官在耐心地询问了案
情之后，结合自身办案经验，以及相
关法律条文，向两位咨询人进行了详
细的讲解，并提出了切实可行的解决
办法。 在听完法官们的讲解后，两位
市民纷纷表示，这个“说法”太有用
了。

“因为普通的民事案件，并不是
直接就到中院，所以我们能够站在更
加客观、公正的角度上来讨论案情。 ”

两位法官告诉记者，“践行党的群众
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不仅是要我们从
思想上更加贴近群众，更是要让我们
从行动上急群众之所急，想群众之所
想。 ”活动结束后，两位法官表示，今
后还将继续参加本报“进社区访民
生”活动，为普通群众提供更多的法
律服务，真正为群众讨个“说法”。

业主烦恼：

社区车位不足 车辆无序停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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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贸易广场社区的商户最
头疼的问题就是社区内的车辆越
来越多，现有的停车位根本停放不
了这么多车辆，由于没有足够的停
车地点，造成车辆乱停乱放，堵塞
道路。 有时还会因为争抢停车位，

经常发生车辆被划伤的问题。 这给
我们这里的业主生活和商户的经
营带来很大困扰。 ”

6

月
8

日上午，

本报记者走进贸易广场社区时，不
少业主向记者反映。

当天上午，记者在贸易广场中心
圆楼门前看到，圆楼四周划定的几十
个停车位全部停满了车辆，车与车之
间还横七竖八地停放了不少摩托车、

电动车和自行车，有的车辆停不进停
车位就只好停在商户门口或者直接
停在路中间。 “十几年前，贸易广场社
区才建好的时候，入住的业主和商户

比较少，停车问题没有这么突出。 现
在除了本社区业主和商户的车子外，

白天许多附近单位和一些私家车也
停了进来，小区成了公用停车场。 我
们自己社区的居民没地方停车，心里
很不痛快。 车辆乱停，造成了严重的
堵塞， 我们很担心如果社区发生火
灾，消防车都进不来。 ”已经在贸易广
场住

13

年的业主李正慧向记者诉
说。

据贸易广场业主委员会副主任
余书全介绍， 这个社区是开放式小
区，分为东南西北四个区，每个区都
有出口。 “小区现有业主

850

多户，目
前商户有

600

多家， 入住率达
96%

。

由于当时小区建成时没有规划建设
地下停车场， 随着车辆的逐年增多，

现有停车位确实满足不了车辆停放
的需求。 ”余书全说，前段时间社区业
主委员会已经向业主下发了关于对
停车进行收费的意见通知书，希望通

过适当收费来解决社区车辆无序停
放问题。

俱欢颜物业公司熊经理说，他
们公司

2011

年接管贸易广场社区
以来，社区环境有了明显改观，业主
和商户反映的问题， 物业都能很及
时去处理，比如化粪池堵塞了，物业
的工作人员都会及时去疏通。 “我们
公司接管后， 配合市里的六城联创
工作， 目前已经在社区内划定了
100

多个停车位， 现在存在小区停
车无序的问题， 是由于外来车辆过
多，造成车辆乱停乱放，堵塞道路。 ”

熊经理表示， 他们也希望下一步社
区业主、 业主委员会和物业方面能
达成一致， 遵从政府相关部门的指
导和协调， 对现有车辆收取一部分
的停车费用， 并通过社区或物业发
放社区居民停车证明等方式， 方便
社区居民停车， 共同构建小区文明
与和谐环境。

本报记者黄慧

声百姓心

活幸福生

首席记者张继疆

见习记者韩蕾

图为说法现场。 周亚涛摄

本报首席记者张继疆

“我们想当小记者！ ”

�

信阳消息（记者杨长喜）“我想当你们的
小记者，请问怎么才能成为你们的小记者呢？ ”

8

日上午，在本报组织的“进社区访民生《信
阳晚报》帮您办”活动中，来自市五小的几位小
朋友前来咨询。

6

月
8

日上午，按照报社安排，本报记者
前往市区贸易广场社区开展活动。在贸易广场
社区中心圆楼处， 本报记者准备好了桌椅，接
受市民咨询。上午

9

时
30

分左右，一群小朋友
经过这里。“看，《信阳晚报》。”其中一位小朋友
看到本报记者设置的咨询台，忍不住停下了脚
步， 其他几位小朋友也跟着停下了脚步。 “阿
姨，听说你们报社有小记者？ ”其中一位小朋友
王鹏森向本报记者樊慧君问道。 “对呀， 小朋
友，你上几年级了？ ”樊慧君亲切地回答小朋友
的提问。 王鹏森小朋友告诉本报记者，他是市

五小三（

1

）班的学生，他身边就有一些小朋友
就是本报的小记者，看到小朋友们有《信阳晚
报》的小记者证，也经常参加各种活动，他很羡
慕。他也想当一名记者，可是现在年纪小，只好
先当小记者。

樊慧君随后给王鹏森小朋友讲述了当
小记者的条件：首先要热爱写作，其次是善
于发现、善于观察的眼睛，她还说，小记者还
可以参加本报组织的各项活动，多认识好多
小朋友，锻炼其人际交流能力，增长小朋友
的见识。 几位小朋友听了之后，当场便商量
起来。

“小朋友，由于你还小，当小记者要首先问
你爸爸妈妈是不是同意，他们同意之后，你们
再联系我们，好吗？ ”最后，樊慧君这样建议几
位小朋友。

记者和柳堤春晓社区居民交谈。

本报记者周亚涛摄本报首席记者张继疆

本报记者杨长喜

记者向居民介绍《信阳晚报》。

见习记者买祥发摄

记者和贸易广场社区业主热情交谈。

见习记者买祥发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