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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社区 访民生

《信阳晚报》帮您办

时间：2014 年 7 月 20日上午

下一站

泰和苑社区

电业局家属院

磷肥厂家属院社区站

本报报道之后

磷肥厂家属院总体卫生转变

� � � � 7

月

20

日，本报组织的“进社

区访民生，《信阳晚报》 帮您办”活

动走进了位于平桥区团结路的平

桥区磷肥厂家属院。 在今年年初，

本报报道了该家属院卫生状况差

的问题，如今，这里的整体卫生状

况已经好转。

今年年初，本报记者根据读者

反映的线索前往该家属院进行过

采访。 采访时记者发现，该小区的

卫生存在几个方面的问题：总体卫

生秩序较差；公厕污水外溢，造成

公厕旁的道路都是污水；虽然有垃

圾池，但垃圾池的门锁着，许多居

民将垃圾倒在垃圾池外，并且垃圾

清理不及时。 附近的居民介绍说，

这里的卫生状况差是个多年的老

问题了。

7

月

20

日， 记者在该家属院

公厕附近区域正好看到了清运垃

圾的姜师傅。 他告诉记者，今年年

初，平西办事处与团结路居委会就

安排他负责清理该家属院的垃圾。

他每天都要清运五六趟，保证这里

的垃圾不堆积。 此外，办事处和居

委会还在小区内新增了

100

多个垃

圾桶，每个单元下面都会有一个，公

共区域也都放置了足够的垃圾桶，

保证居民的垃圾都能有地方倒。

不过记者也留意到，这里的卫

生秩序虽然整体好转，但有些居民

的习惯并不好。在靠南的一个家属

楼旁的道路上记者看到，该栋楼有

4

个垃圾桶，但是仍有居民将垃圾

倒在了路面上，而这些垃圾就在垃

圾桶旁边。 姜师傅说，这里的卫生

有人打扫，但还是希望广大居民养

成良好的卫生习惯。

居民缺乏安全感

希望加强治安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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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家属院以前可以说是杂

草丛生， 晚上院子里黑漆漆的，好

多小孩儿都不敢出门！”昨日上午，

记者在位于平桥区的磷肥厂家属

院见到艾传家大爷时，他正坐在树

荫下与居民聊着天，说起半年前那

段没人管的日子和现在家属院的

变化，老人感慨万千，“现在院子里

打上了地平，路灯也安上了，住着

比以前也舒服了，如果能再加强一

下小区的治安，那就更好了！ ”

磷肥厂是

2003

年宣告破产

的， 之后家属院里的

1100

多户居

民就成了“没娘的孩子”。

2013

年，

家属院移交给了团结路居委会，同

年

11

月磷肥厂家属院管理办公室

成立， 让居民找到了 “回家的感

觉”，但是家属院人员复杂，大门也

多，时常有人出入，外来车辆也可

以随便进，导致家属院的治安不是

很好。

“就在前两个月，我二儿媳妇

放在楼下的两台新电动车都被偷

了！”艾大爷说，加上这次电动车被

偷，二儿子家总共被偷了

4

次，“就

算不偷电动车也会偷电瓶，而且有

的小偷直接入室盗窃！ ”

“我们家就被入室偷盗了！ ”坐

在一旁的陶大姐说，今年正月初七

凌晨

2

时许，小偷不仅把她家的窗

户撬开了，还把她家的防盗门也给

捅开了，把屋里放的几千元现金给

偷走了，“我现在坐外面聊天的时

候，聊会儿就要回家看看，实在不

放心！ ”

居民告诉记者，不仅晚上有小

偷， 白天时不时也会有小偷进来，

人心惶惶的， 让人住着没有安全

感。“这个问题我们知道，而且我们

现在也在想办法解决！ ”磷肥厂家

属院管理办公室相关工作人员周

德义说， 居民反映过这个问题，他

们很重视，而且他们也已经向上级

部门反映了， 在条件允许的情况

下， 他们将给家属院安上摄像头，

门卫也尽量会给家属院协调好，进

一步加强家属院的治安，让居民住

着安心！

韩杰：

生活道路有坎坷 积极向上就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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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社区里的老韩是个很励

志的人物，他下岗后自己创业，取

得了不错的成绩。 ”昨日上午记者

刚一进平西办事处磷肥厂家属院社

区开展活动，社区里的居民就向记者

介绍老韩的事迹。

老韩名叫韩杰，

1979

年参军

到漯河，

1982

年退伍来到磷肥厂

工作， 从车间的一线工人做起 。

“车间里的工作岗位我基本上都

干过了，从最初的钳工、维修工、

电焊工到技术员， 每个岗位我都

干得很好，后来工厂里缺少司机，

我还兼职开车。 ”韩杰说，由于工

作成绩突出， 韩杰很快被厂里提

拨为中层领导。

1998

年磷肥厂濒于破产，韩

杰也下岗了，这时韩杰的儿子刚上初中，家庭负担较重。 为了供儿子上学，韩

杰摆摊做起来了大排档，每天下午

4

时就开始准备各种食料，经常经营到凌

晨

4

时才回家，早上

7

时还要早早起床买菜。 “做大排档时很辛苦，但是想着

孩子还要上学，家里有老人要照顾，就是再辛苦也要坚持。 ”韩杰说，渐渐的

生意越来越好了，家里的生活也好了起来。

2002

年韩杰和几个朋友一起搞养殖，辛辛苦苦养了很多猪、鸭、鸡等家

畜，想着养成出栏后能挣不少钱，不曾想

2003

年“非典”肆虐，养成的家畜也

卖不出，第一次搞养殖就这样失败了。 韩杰并未灰心，随后又大规模养鸡，等

小鸡长大出栏后又碰上了禽流感，结果养鸡的成本都没收回来。

2010

年韩杰在信

阳职业技术学院新校区开起了餐馆，由于做饭好吃实在，韩杰做的饭很受学生喜欢，

生意也越来越好了。 “现在孩子也成家了，自己的餐馆生意也不错。 虽然这么

多年生活中遇到了很多挫折，但是我一直很乐观，我觉得做人首先要心态积

极，然后努力做自己能做的事，生活就会不错的。 ”韩杰笑着说。

堆的是杂物 堵的却是生命通道

� � � � 7

月

20

日，本报“进社区、帮您办”大型

公益活动来到我市磷肥厂家属院。 据该小

区居民万开祥老先生介绍， 他们的楼道里

堆满了杂物无人清理。

随后，记者跟万大爷来到该楼，记者看

到该楼的大部分楼道被当成了小仓库。 一

楼和二楼情况特别严重， 楼道里堆满了杂

物。 桌椅、柜子、砖块等各种生活杂物，将过

道占去了一大半。 该楼总共

6

层，几乎每层

过道都被充分“利用”，有居民甚至把过道

用砖头圈起来，然后把杂物堆放在“地盘”

里。 就在离杂物只有几步远的地方，竟然还

放着蜂窝煤炉子， 并且杂物上面就是电表

箱和电线。 家住三楼的李大姐告诉记者，楼

道里的卫生平时都是万大爷无偿打扫，纸

片垃圾万大爷还清理得动，像一些木板、桌

椅大些的杂物万大爷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啊。 “这栋楼是

1978

年建成的，因为当时每

层都有两个公用厨房， 到了做饭的时间因

为两个厨房根本无法满足这么多居民的做饭

需求，所以一些居民就自己在过道中开火做饭。”

同楼的李兰桂老人告诉记者。 “楼道里堆的不

是杂物，是隐患！ 一旦发生事故，关键时刻

楼道就是生命通道。 如果通道不通，岂不是

误人误己。 ”万大爷无奈地说道。

该家属院管理办公室工作人员说，“居

民普遍存在一种心理，只要有一户不清理，

他们就不愿清理，楼道堆垃圾也追风啊，光

靠社区清理还是治标不治本。 ” 有居民建

议， 提高居民素质是首要的， 其次消防部

门、社区应联合行动，最好建立长效机制，

加强宣传，彻底清除火灾隐患。

炎炎夏日西瓜甜

居民买瓜笑开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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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家的西瓜卖得特别好，每到周末我都要买上三四个西瓜回家

吃。 ”家住我市磷肥厂家属院的王阿姨对记者说道。

7

月

20

日，本报“进社区、帮您办”大型公益活动来到我市磷肥厂

家属院。 一进该家属院大门记者就看到小区内很多居民围着一个农用三轮

车，记者上前一看原来居民们都在争先恐后地买西瓜呢。 “他家的西瓜皮

薄汁多，吃起来又解渴又爽口。 ”正在挑瓜的张大哥笑着对记者说。

“我们家的瓜就是多施肥，家里喂的有牛，肥料都是绿色肥您只管

放心地吃。 ”瓜农谭先生告诉记者。 据记者了解，谭先生家是孙铁铺的，

每个周末都会来这个小区。

该小区管理办公室负责人周德义告诉记者：“这个小区的居民大

部分都是磷肥厂的退休老职工，上了年纪腿脚都不方便，瓜农直接进

入家属院卖瓜为小区居民提供了很大的方便，居民们不用出门就能吃

到新鲜可口的西瓜， 而且年龄大的居民瓜农都免费把西瓜送到家里。

居民如果带的钱不够瓜农都会爽快地让居民先把瓜抱回家，居民与瓜

农的这种信任那不是一天两天能建立起来的。 ”

小区环境变美 居民住得更舒心

� � � �

“垃圾堆被清理了，我再也不怕开窗户啦！ ”

7

月

20

日上午，家住平西办事处磷肥厂家属院小区的不少

居民对本报进社区的记者谈及自家门前的环境改善，

喜悦之情溢于言表。

据平西办事处磷肥厂家属院社区管理办公室的

负责人周德义介绍，磷肥厂家属院总面积

18000

平方

米，共有居民

1120

户

4000

余人。

2013

年

11

月由企业

破产清算组交付平西办事处管理。

自接手以来，平西办事处把小区环境综合治理工

作作为重点工作来抓，集中抓好小区维修改造、环境

秩序整治，理顺社区管理维护体制，全面开展集中整

治活动，做到“整治一项、规范一项、提升一项”，形成

了社区环境综合法理的长效机制。

据了解，平西办事处

2014

年已累计投入

30

余万

元，在磷肥厂家属院小区内粉刷罩白墙体

18000

平方

米，修葺坏损路沿石

121

处，设置鼠饵洞

53

处；清除

院内杂草，修剪乔灌木、绿化带

1000

平方米，清理小

菜园

600

平方米；清理淤积阴沟，清理院内杂物，清除

私搭乱建的鸡棚、狗窝、杂物间

61

个；平整场地，铺置

广场砖

2000

平方米，设置石座椅

3

套，购置音响设备

1

套，整修篮球场地，打造休闲广场与运动广场；安排

专职保洁人员两名， 垃圾保证日产日清， 彻底消除

“破、旧、脏、乱”现象。

周德义介绍，磷肥厂家属院的垃圾通道因为一些

历史原因，一直没有封闭，前两年为了达到创卫的相

关要求，市、区联创办曾多次在家属院内召开现场会。

今年创卫“百日攻坚”活动开展以后，平西办事处的工

作人员一户一户地给居民做工作，谈成一个单元封一

个单元，谈成一栋楼封一栋楼，终于完成了家属院内

21

栋楼的垃圾通道封闭工作。现在的磷肥厂家属院已

成为一个管理有序、服务完善、环境优美、文明祥和的

新型和谐社区。

健身休闲设施少 居民门口排排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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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西办事处磷肥厂家属院小区因为健身休闲

娱乐设施少， 小区居民经常齐聚小区门口 “排排

坐”，小区管理办公室的负责人周德义介绍，由于

该家属院属于破产企业，历史遗留问题较多，涉及

面积较广，人口多，目前又没有物业公司管理，小

区的部分设施一直还在不断完善中。

7

月

20

日上午，晚报开展进社区活动来到该

小区，正如小区居民所说，一二十个大爷大妈在小

区门口“排排坐”，有的脚边放着刚刚买回来的菜，

有的正在和旁边的人拉家常， 还有不少大姐大妈

坐在门卫室里看电视，形成了一道特别的风景。

“我们也是没办法，才坐在这里休息的。 ”昨

日，在磷肥厂家属院小区的门卫室里，正坐在里面

休息的张阿姨说， 小区里的健身休闲娱乐设施太

少，“不能总是一直在家里待着吧， 有时候也想出

来透透气。 ”

“这两年小区的环境是变好了，也有了篮球场

和一个小广场，但是广场上的健身器材不多，平时

我们除了在广场上坐坐， 也没有其他的娱乐活动

了。 ”正在和孙子玩耍的杜阿姨对记者说。 一说起

缺乏健身娱乐设施，小区的居民显得十分苦恼。

“只有一个广场，一到晚上就被跳广场舞的大

妈占了，其他的人就没地方可去。天气好的情况下

还可以在外面走走转转， 要是阴天下雨就只能待

在家里了。 ”在门卫室里择菜的张大姐对记者说，

“我们很多居民对小区的其他方面都比较满意，就

是想让小区尽快建个棋牌室。 ”

随后，记者在小区居民的陪同下，在小区内走

了一圈，除了广场上的台阶，小区内再无其他可以

坐下休息的地方。

记者了解到， 磷肥厂是破产企业，

2013

年

11

月才交由平西办事处托管，共有

21

栋单元楼。 由

于涉及面积较广，人口较多，目前没有物业公司接

管，小区的部分设施一直还在不断完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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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的老人瘫痪在床，孝顺媳妇悉心照料，知道

她们故事的人，都会竖起大拇指夸赞。 记者来到平桥

区磷肥厂家属院，带大家认识一下这位邻里争相称赞

的好儿媳———周凤。

来到周大姐家时，记者正好碰到细心的周大姐扶

着瘫痪的婆婆在门口晒太阳。 据了解，周大姐的婆婆

李文甫自从去年年底瘫痪在床后，身为媳妇的周大姐

就承担起照顾老人的重任。

通过和周大姐沟通， 我们得知原本老人身体还

好，她和丈夫一直在外工作，自从老人瘫痪之后，周大

姐辞去了工作在家专心照顾老人。 每天早上五点半起

床，打扫卫生清理房间，老人六点半准时吃早饭。 吃完

早饭后，周大姐就开始给老人喂水喂药，八点出门买

菜，回来之后会把老人扶出门晒晒太阳，聊聊天。 忙忙

碌碌到了十点钟左右就又开始做饭， 每天都如此，周

大姐没有一点怨言。 周大姐自从老人病了之后几乎没

有睡过一个安稳觉。 老人虽扶着能走几步路，但生活

还是无法自理。 刚出院时，老人大小便失禁，周大姐每

天晚上每隔一个小时就要起床给老人翻身接尿，大小

便后，还需要擦洗，为了防止生褥疮，每天都要给老人

用药水擦洗下身，尤其是冬天，还要烧好热水，垫上热

水袋。 老人在周大姐的照顾下，情况好转，但依然生活

无法自理，周大姐每晚只要老人有一点动静或者发出

轻微的声音，就马上起来。

老人虽瘫痪了，但房间里没有一点异味，老人看

起来也是清清爽爽的样子，这些都归功于周凤的细心

照顾。 周凤说，老人已经生病了，一定要弄得干净，让

她舒服才能恢复得快。 怕老人无聊，周大姐几乎每天

都把婆婆扶到外面晒晒太阳，和邻居们聊聊天。

“

2

号楼一楼那家的媳妇好啊，她家的婆婆病了之

后都是她在照顾， 每天饭做好一点点地喂， 翻身、擦

身、洗脸、喂药，照顾得可好了，刚从医院接回来的时

候都不能动，现在慢慢的能走了。 老人的衣服也是每

天都换洗，弄得特别干净。 ”提起周凤，邻居杨奶奶就

竖起大拇指。

在儿媳的悉心照料下， 李婆婆的身体在日益康

复。 她夜以继日地照顾婆婆的行为也深深感动了身边

的每一个人。 对于李婆婆而言，周大姐不是儿媳，而是

女儿。 周大姐照顾老人用心用情，左邻右舍都看在眼

里，无不交口称赞。 对于周大姐而言，现在她也渐渐习

惯了这样的生活，虽说有苦，但她却毫无怨言。

本报记者 杨长喜

本报记者 韩 蕾

82岁婆婆瘫痪在床

孝顺媳妇悉心照料

本报记者 周亚涛

本报见习记者 买祥发

本报记者 黄 慧

本报记者 黄 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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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向居民介绍《信阳晚报》接过报纸，居民很开心。

社区居民向记者咨询问题

本报记者 张继疆 摄

楼道里堆满了杂物

小区居民正在聚精会神阅读本报

本报见习记者 买祥发

本报见习记者 周 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