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瑞丰苑：自己家园自己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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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卫穿着统一制服，在小区内来回巡逻；

小区院内，几位老年人正坐在树荫下聊天；假

山旁的瀑布， 几位家长带着小朋友正在嬉戏

打闹，这是昨日早上，《信阳晚报》“进社区 访

民生” 报道小组走进位于中华胡同的瑞丰苑

小区时， 所看到的场景， 看着眼前祥和的气

氛， 很难想象这个小区已经没有物业公司在

管理。

瑞丰苑小区有五栋楼，约

140

户居民，由

于小区公共设施老化，需要修理和更换，物业

公司觉得收取的物业费都是入不敷出， 所以

选择了撤走。 “这个月

5

日， 物业公司撤走

的。”门卫陈文广向记者介绍道，“不过物业刚

走，在办事处、居委会和

3

个热心居民的牵头下，

小区就成立了业主自治委员会，自己管理。 ”

小区总共有

5

栋楼，

12

个单元， 每个单

元都有居民选出了一位楼长， 对小区内的事

项进行传达； 小区自行聘请了一名楼道保洁

员、一名垃圾清运工、两名门卫。

“成立业主自治委员后，小区环境改善很

大。”家住

2

号楼的张女士说道，“以前小区大

门就整天敞着，有门卫跟没有门卫一样，现在

不一样了，委员会的人请来的门卫很负责，白

天巡逻， 晚上按时关门， 外来车辆也不让入

内，让我们这些业主安全感增加了不少，也不

用怕有可疑人员到小区了。 ”

小区居民告诉记者， 业主委员会的人都

很尽心为居民服务，而且是义务管理，不拿报

酬， 不仅把小区内的花草树木重新进行了修

剪，及时让工人对小区内的垃圾进行清除，同

时对小区内河的水草和垃圾进行了清理，让

小区居民能有一个秀美的生活环境。

“小区是我们自己的家，我们肯定会尽心

尽力把自己的家园管理好。”这是小区居民共

同的心声。

本报记者 韩 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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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社区 访民生

《信阳晚报》帮您办

时间：2014 年 6 月 22 日上午

下一站

军韵花园社区站

宏昌运动城社区站

三五八社区站、瑞丰苑社区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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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三五八社区， 三院的医生们给小区内

的居民测血压。 本报见习记者 买祥发 摄

� � � �

记者跟瑞丰苑小区居民聊天， 了解社

区情况。 本报记者 周亚涛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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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五八社区居民围坐在一起看 《信阳

晚报》。 本报见习记者 周 静 摄

晚报携手市中院 帮居民解难题

� � � �

� � � �

“真是太感谢了，在自己家门

口就把事情解决了！ ”小区居民高

兴地说。 昨日上午

8

时许，信阳晚

报和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一起走

进了瑞丰苑小区，开展“信阳晚报

帮您办，送法进社区”联合服务活

动，用实际行动践行了便民利民亲

民的司法为民举措。

家住瑞丰苑小区的李先生一

直从事装修行业，让李先生苦恼的

是有的装修活做完了工钱却很难

要回来，听说这次信阳晚报和信阳

市中级人民法院联合服务活动一

起走进他们小区， 他非常兴奋，早

早地就在小区里等着，见到了法官

就迫不及待地咨询他心中的疑惑。

“我是从事装修行业的，有的

活做完了，账却收不回来，账都有

欠条，对方就是不给钱，我想通过

打官司解决这件事，请问诉讼的流

程怎么走？诉讼的费用怎么算？”李

先生问。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二

庭审判员付巍和书记员张静结合

实际说：“首先你要收集证据，比如

说别人欠你的欠条，然后书写诉状

到浉河区法院提起诉讼， 缴纳诉讼

费用，法院就可以进行立案了。 诉讼费

用是根据你诉讼标的额度进行收费

的，无论官司胜败，原告方要先行预

交诉讼费用， 官司审判完毕一般由败

诉方支付诉讼费用， 当然原告方不得

夸大损失费用， 要不也要承担相应的

诉讼费用。 ”在法官们解释完后，李先

生激动地握住了法官的手。

一上午前来咨询的人络绎不

绝，有咨询感情纠纷的，有咨询邻

里纠纷的，针对大家在生活中遇到

的法律问题各法官现场都进行了

一一解答，并向大家讲解了日常生

活中正确的维权方式和法律适用

等问题。此次法律进社区活动赢得

了社区群众的欢迎，满足了社区希

望得到专业法律工作帮助的愿望。

用实际行动落实了 “从群众中来，

到群众中去，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

务”的教育实践活动。

晚报携手市三院 为居民送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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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报昨日的 “进社区访民

生，《信阳晚报》帮您办”活动中，本

报记者和市第三人民医院的医生

们携手为小区居民解决困难。

昨日一早，本报记者就和市三

院的医生朋友们来到三五八社区，

共同帮助社区居民解决困难。

那边，三院的医生们不停地给

小区内的居民测血压，给建议。“大

妈，你这血压有点高，你平时测了

吗？”在活动现场，医生张庭询问其

中一位大妈， 这位大妈表示没有，

张庭建议她说，依据偶尔测一次的

结果判定血压不是很可靠，要每天

在不同的时间段分别测几次，这样

综合下来的结果比较可靠。眼科医

生方明喜几乎没有闲下来，到他那

里的，眼睛基本上都有问题。“我这

眼睛最近老不舒服，你给帮忙看看

吧！”程大爷坐了下来。眼科医生方

明喜热情接待了他，旁边的工作人

员记录下了程大爷的姓名和联系

方式。 “大爷，您这是沙眼。 沙眼根

治不了，只能用眼药缓解症状。 我

给您开几种药， 眼药水白天用，药

膏夜晚用。感觉舒服了，就停下来，

不舒服了再用。”记者咨询了解到，

这几种药都很便宜， 但效果很好。

最后，方明喜还给了大爷一张进社

区的宣传单，拿着这个单子，可以

享受检查费的优惠。

这边，晚报社的编辑记者们也

在接受小区居民的询问：其中一位

大爷今年

80

多岁了， 每年还要到

羊山新区去核对指纹。 “我们年龄

大了，行动不便。 我今年

84

岁了，

老伴儿已经

90

岁了， 你们能不能

给建议建议， 让他们到小区来服

务？ ”“等工作日，我们就去给您问

问，建议建议！ ”不一会儿，另几位

居民也来求助，关于退休后医保卡

返现问题。 “关于这方面的原因，我

们给您咨询咨询， 看看原因是什

么。您的姓名、电话给我们留下，我

们好给你们回馈！ ”本报的记者编

辑们也热情接待。

家庭餐馆扰民 法官支招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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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同志，麻烦你反映一下

我们小区里家庭餐馆扰民的事情，

家庭餐馆产生的油烟污染和噪声

污染严重影响了我们的日常生

活。 ”昨日上午家住瑞丰园小区

4

号楼

1

单元的居民梁先生向记者

说。

随后记者来到梁先生家里，梁

先生所反映的家庭餐馆位于他家

对面。 梁先生告诉记者，这家家庭

餐馆已经经营

8

年了，既没有营业

许可证，也没有卫生许可证。 该餐

馆夜里经常营业到

10

时多， 打牌

声、吆喝声非常响，吵得人睡不好

觉，经常有人喝醉酒在他家门口吵

闹、打架，劳烦民警来调解，造成非

常不好的影响。住在该餐馆二楼的

刘女士告诉记者，该餐馆的油烟排

气管正对着她家的阳台，一年四季

都不敢开窗户， 油烟污染非常严

重，每个月都要更换一次纱窗。“我

们好多次向小区里的物业公司和

居委会反映该问题，他们均回复要

求我们和该餐馆老板协商解决，但

是餐馆老板根本不和我们沟通。 ”

梁先生无奈地说。

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工作人员

告诉梁先生，首先小区居民要向市

房产管理中心的行政执法监督部

门反映问题，同时向工商部门和卫

生部门举报该餐馆无证经营，其次

根据《物权法》相关规定，小区内的

业主不得违反法律、法规以及管理

规约， 将住宅改变为经营性用房。

若业主将住宅改变为餐馆用来经

营餐饮，除遵守法律、法规以及管

理规约外，还应当经有利害关系的

业主同意，若未经有利害关系的业

主同意的，有利害关系的业主可以

请求排除妨害、恢复原状或赔偿损

失。 因此，业主可以要求扰民的餐

馆立即停止侵害，同时向物管或居

委会反映情况，请求其督促问题尽

快解决。 对于调解无效的，业主还

可以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侵害者

给予相关赔偿。

本报记者 杨长喜

老年活动中心乐趣多

“你怎么又赢了，不行，再下一盘。 ”昨日上午，记者循

声来到三五八社区老年活动中心，社区老人正忙着打乒乓

球、下棋、上网、写毛笔字，欢乐多多，笑声不断。

据三五八社区华晨物业负责人介绍，老年活动中心成

立于今年上半年，由物业公司与地方政府斥资几十万元兴

建起来，上下两层，内设棋牌、电视、电脑、乒乓球台等多种

娱乐设备，供社区居民娱乐。

记者在现场看到，新投入使用的老年活动中心，宽敞、

明亮、洁净，除了各种娱乐设施，还提供有心理、便民咨询

和开水等各项服务，可谓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吃过早

饭的社区老人三五成群来到这里，根据自己的喜好，选择

不同的娱乐项目。 “有了这个老年活动中心真好，我们这些

退休的老人们总算有了个休闲的场所，你看，一会儿乒乓

球打累了，可以坐下来看看电视，风吹不着雨淋不着！ ”打

乒乓球的李大爷正挥汗如雨。 而在中心网吧，年轻人喜爱

的网上冲浪，也吸引了这些老年人的目光，大家围坐在一

起学习讨论着，虽然显得有些笨拙，但那股子认真劲儿着

实让人感动。 “老了，学东西也慢了，前头学后头忘。 ”居民

王大妈一边操作着键盘， 一边跟记者说道：“即便这样，老

人们聚在一起，你一言我一语，话话家常，多了些开心，少

了些孤寂。 ”

老年戏团演绎精彩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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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到戏团听戏唱戏去。 ”昨日上午，还

不到

9

时，在三五八社区里乘凉的栾阿姨，已

经坐不住了，拎起小马扎、水杯，就要往戏团

去，记者好奇跟了上去。

走过小区曲径幽深的小路， 还未到地点，

“黑窝窝不如白面馍， 老粗布不如丝绸罗……”

的唱腔，配合着曲胡悦耳的调子，已经传入耳

中， 未见其人先闻其声。 到达地点记者才知

道，原来栾阿姨口中的戏团，其实是社区老年人

自发组织起来的娱乐团体———老年银龄乐康队，

刚才好听的曲子就是他们唱出和拉出来的。

戏团李改焕阿姨今年已经

70

岁了，活到

老学到老，

65

岁时她开始学习拉曲胡，如今在

戏团里，别人唱她在一旁伴奏。 她告诉记者，

这个戏团有一二十人，年纪最大的已经

77

岁

了，最小的也有

65

岁，每天清晨大家就聚集

在一起，唱一上午曲剧，自娱自乐，怡然自得。

“我们小区里，很多人都是解放初期从南阳过

来的，曲剧在南阳比较流行，唱词来自于日常

生活，唱家乡的剧目，既娱乐了身心，也排解

了乡愁。 ”李改焕阿姨说。

“下朝来一边走一边长叹，忘不了朝阁事

愁锁眉间。 北国又把边疆犯，难坏了宋王天子

文武众百官……”随着队员陆续到齐，戏团起

唱，虽然学了还不到一个月，栾阿姨已经唱得

有板有眼了， 这位出生在山东长在东北的老

人，响应国家“支援三线”建设的号召，从东北

来到信阳，辛劳了一辈子，如今老年生活在戏

团的陪伴下也过得有滋有味。 “我一听就喜欢

上了曲剧， 每天跟着

MP3

学， 真的挺有意

思。 ”栾阿姨笑着说。今年

66

岁的崔连珍阿姨

也是其中的一员，戏团对于她，用“改变”二字

形容再恰当不过。 “以前我很内向，有点抑郁，

自从来到戏团跟大家一起唱曲剧， 心情变好

了，人也开朗了，连药都不用吃了，生活越过

越精彩。 ”

本报记者 王 洋

本报记者 王 洋

声

百

姓

心

张伟玲：希望一直为居民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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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张呀， 你看我们家的物业费该怎么

交？ ”“阿姨，您家的是小户型的房子，按照咱

们小区自我管理办告知里写的，每月

30

元。”

昨日早上， 刚到瑞丰苑小区门口收费处的张

伟玲，就开始忙碌了，不停地有小区的业主到

她这里交物业费。

本月

5

日小区的物业公司撤出后， 在张

伟玲、余云霞等几位热心业主的带头下，小区

成立了业主委员会， 张伟玲则负责对经费进

行监督管理。

今年

39

岁的张伟玲有个幸福美满的家

庭，两个孩子聪明伶俐，和老公在国际商城共

同打理着一家物流公司， 可是当得知小区物

业自行撤离后， 却毅然把大部分的时间都投

入到为居民服务中来。

“现在我都是上午先去公司，把事情安排

好之后就赶紧到小区来。”张伟玲边为居民解

释小区自治的相关事业边对记者说，“业主委

员会刚成立，离不开人，能多干一点是一点。”

张伟玲说道。

“你看这门卫室里的空调、沙发、床都是

张伟玲自己垫钱买的。”家住五号楼的余女士

对记者说，“还有门口那个道闸门， 也是她牵

头给弄回来的， 现在像她这样的好心肠的人

真是不多见了！ ”

“有的居民就会问我‘小张呀，你要是不管

了，我们可咋办呀！ ’”张伟玲说，“居民让我管理

是对我的信任， 所以我会尽我所能为社区尽心

意，如果可以，我希望一直为居民服务下去！ ”

楼道车辆扎堆 居民进出不便

楼道不仅是小区居民生活的公共空间，也是居民出行的必经

之路。 楼道自行车、电动车乱停乱放严重影响了居民的生活质量。

6

月

22

日，本报“进社区、访民生、帮你办”报道组走进我市三五八

社区时，记者就楼道里的不文明现象展开调查，发现该社区楼道

内乱停乱放不文明现象确实不少，一些老旧小区这类问题更加突

出。 居民对这种现象表示很无奈，并表示很困惑遇到这样的邻居

到底该怎么办？

“家家户户都把自己家里打扫得干干净净，可楼道也是我们

共同用地，怎么就这么乱呢？ ”家住该小区

14

号楼的曹阿姨一提

起楼道乱停乱放的现象直摇头。 记者跟随曹阿姨来到

14

号楼，发

现这栋楼每个单元的一楼楼道， 都杂乱地停放着四五辆自行车，

车辆歪七扭八挤在楼梯间内，有的自行车干脆摞在其他自行车上

面。 车身上面大多落满灰尘。 有的楼道内停放的自行车过多，有的

自行车被挤到了楼梯口， 使本来不到两米宽的走廊变得更加狭

窄。 记者相继走访了其他一些单元楼梯间，发现该社区此类现象

非常严重。 “我上个月晚饭后下来散步，被停在楼道里的摩托车挂

倒了，在地上坐了

20

分钟都没能起来，要不是楼上的邻居下来把

我扶起来我还不知道在地上坐到什么时候呢。 小区门口有两个专

门用来停放车辆的车棚，有些人却还把车子塞在楼道里，给我们

造成了诸多的不便。 ”身旁的王大妈对记者说道。

针对乱停乱放的现象，本报在此提醒广大住户看起来微不足

道的小事，却体现着文明素质的高低。 日常生活中，只要居民凡事

不随性而为，多考虑一些身边人、身边的环境，从自己做起，从细

节做起，严格约束自己，这个社区就会更加美丽，生活的幸福指数

才能提升。 在此也希望该小区物业加强管理，引导居民把车辆停

到该停放的地方让小区的楼道松口气，也还小区居民一个安全通

畅的出行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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