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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社区 访民生

《信阳晚报》帮您办

时间：2014 年 8 月 3日上午

下一站

建业森林半岛

胜利北路步行街站

步行街上的“华尔兹”

�

� � � � 3

日上午

8

时许，“进社区 访民生 《信阳晚报》

帮你办”活动采访组来到胜利路步行街，远远地，一

对耄耋老人进入了记者的视线。在这个时间段里，胜

利路步行街有别于往日的喧嚣，很是安静，这对满头

白发的老夫妻悠闲地牵手漫步。 这样的场景弥漫着

爱的气息，丝毫不逊色于前一晚，那些多属于年轻人

的热烈奔放。 一朝一暮时间，一静一动之间，胜利路

步行街尽显活力四射和宁静温馨。

当记者调侃老人是否还没有从情人节的浪漫中

走出来时，

72

岁的陈月英拉着老伴儿邓汉友的手笑

着说道，“我们家老邓是一跤摔出了个‘贴身保镖’”。

今年

3

月初，

79

岁的邓汉友老人在浉河公园散步时

摔了一跤，伤得比较重，嘴角缝了几针，血压也时常

不稳，直到现在也没有完全康复。

早上测量时，邓汉友的血压有点高，因此，一从

家中出来时，陈月英就牵上了老伴儿的手，一路上都

没有松开过。摔跤之前，邓汉友总爱单独行动，现在，

只要一出门，就有老伴儿的贴身陪伴，这对明年即将

迎来金婚纪念的老夫妻让旁人艳羡。 “我是‘因祸得

福’啦！”邓汉友老人笑着对记者说道，嘴角上缝过的

针疤还依稀可见。

七夕节夜晚，鲜花、礼物、人声鼎沸让胜利路步行

街成了爱的海洋；翌日早上，一对耄耋老人的朴实“华

尔兹”也足以让这条充满“信阳”符号的街道风情摇曳。

新天地尚潮馆商户：

希望管理更人性化

� � � � 8

月

3

日，“进社区 访民生 《信阳晚报》帮您办”活动采

访组来到我市胜利北路步行街。 新天地尚潮馆商户李女士

（化名）、马女士（化名）向本报记者反映：“我们做小生意，本

来就图个时间自由，现在尚潮馆管理比较死板，我们里面的

20

多家商户都很烦恼”。

李女士介绍，刚租店面签合同的时候，并不知道尚潮馆

内部是商场模式管理， 本来开店就希望时间能自由一点，没

想到要求每个店铺每天

9:00-21:00

必须开门营业。 “现在服

装款式更新比较快，我们都经常需要进货。 可是馆内规定的

时间内不能关门，发现营业时间关门就要罚款。 这里面的商

户基本都是一个人独自开店的， 平时进货要找别人帮忙看

店，实在是太不方便了！ ”

马女士告诉记者，他们签合同的时候，租金是按平方算

的，一个小店铺一年租金都一万多元，是包含使用空调的费

用的，可是现在空调每天上午要到十点多才开，晚上七八点

就关了。 对于这种情况，马女士感到很无奈，“现在天气太热

了，客人试衣服经常汗流浃背的。 夏天不按时开空调，很影响

我们生意啊。 ”

“希望我们这儿的管理能更人性化一些，只有商户有更

充足的精力去进到好货，我们的生意才会更好；尚潮馆内的

购物环境更好，人气才会更旺。 ”马女士说。

车辆穿梭 处处皆是“停车场”

别让步行街成为“不行街”

� � � �

昨日早上

8

时许，“进社区 访民生 《信阳晚报》帮您办”

大型公益采访小组刚走进胜利路步行街时，就看到在步行街

的空地上停放了不少电动车，有的是附近商户停放的，有的是逛

街的市民停放的，有的则是送孩子上特长班而临时停放的。

“孩子上的特长班在文化宫里面，把电动车停在入口处

不太方便！ ”一位正在停放电动车的女士对记者说道。 之后，

记者随机采访了几位正在停车的市民，他们告诉记者，平时

来逛街的时候就会把车子停在步行街里面，去哪个门店就把

电动车停在该门店附近。

“虽然是步行街，但是电动车和自行车还是该停的停，该

走的走。 ”附近商户告诉记者，现在还稍好一点儿，尤其是学

校开学了之后，来接学生的家长几乎占满了整个步行街前段，上

下学的时候，这里几乎水泄不通，走起路来特别不方便。

“车子来来往往的，对行人造成了很大的安全隐患！ ”一

位带着孩子在步行街逛街的女士说道，“而且，电动车几乎把

过道都给占完了，从路这边到对面去要么绕路，要么就从停

车的缝隙之间过去，很不方便！ ”

“胜利路步行街在建设的时候，没有建设大型停车场，再

加上步行街内有家属院，还有两所学校，商户、住户和接送学

生的家长的车辆无处停发，才导致了街内乱停放的现象。 ”浉

河区市政管理执法局相关负责人李德斌告诉记者，虽然管理

起来有难度，但是他们按照创卫标准，组织步行街全体工作

人员对进入街内的车辆统一摆放，并且要求一律停放在红线

以内，截至目前，已规范乱停乱放车辆

1500

余辆。

“同时，希望广大市民能步行进入步行街，如果真的有需

要骑车入内，在停放的时候要按要求停放，让步行街成为名

副其实的能彰显信阳魅力的代表性街区！ ”李德斌说。

文化宫居民很无奈

下水管道破裂污水横流

� � � � � 8

月

3

日， 信阳晚报 “进社区 访民生 帮您

办” 大型公益活动采访组来到胜利北路步行街。

“臭死了，每天从三号楼这里过来过去，满地都是

污水实在让人受不了。 ”家住文化宫工会家属院四号

楼的刘奶奶对记者说道。 下水管道堵塞污水流到路

面上，居民在家不敢开窗，出门掩鼻小心走过。

在刘奶奶的带领下，记者来到她所说的地方，

还没走到就闻到一阵阵恶臭。 到地方一看，大量的

积水几乎漫了一条路，切断了前后楼的连接处。 下

雨的时候居民不得不搬来木板和石块垫在污水

上，有人细心地用石块堵在流污水的周边，以免外

溢更加严重。 小区里的老人多，污水阻碍了小区的

通道。 “太难走了，我腿脚不好，好几次没站稳砖

块，踩在臭水里挺恶心的。 ”居民李阿姨说。

据家住三号楼二单元的王先生介绍， 这里下

水道已经坏了一个月， 我也找过专业的人员过来

疏通过，但是来疏通的人员说管道没有堵塞，而是

墙体内的下水管道破裂了。 在现场，记者看到有很

多生活污水顺着墙根流出来， 本来就不宽的道路

已经被漫了一半。 “上次创卫的来看过，总是说修，

但是到现在还没给我们解决这个问题， 这几天没

有下雨， 一下雨这下水道漫的污水根本就没办法

过人，我沿着下水道用手枪钻打了几个洞，但是水

大的时候根本无济于事。 想彻底把管道修好一提

到共同出资楼上的几户居民却没了消息。 ”王先生

指着满地的污水无奈地对记者说道

“虽然我们没有交物业管理费，这个管道修理

的确不属于办事处管， 但是我们希望能由办事处

工作人员出面协调二单元的楼上几户居民共同出

资，把这个问题解决了。 这个下水管道本来就是我

们大家的事情， 我也希望楼上的几户居民也能配

合配合， 问题解决了家门口干净了谁心里不舒服

啊。 ”王先生对记者说道。

抽烟管道“很闹腾”

楼上居民很闹心

“每天一大早就发出巨大的声响，一整天一

直都很吵直到夜晚，严重干扰我们的生活，只要

窗户一打开，就巨响无比，我们不可能永远把窗

户关着生活吧，真让人苦恼。”

8

月

3

日上午，记者在

本报 “进社区 访民生 帮您办”大型活动之胜利

路步行街的活动现场接待了一脸愁云的文女士。

文女士告诉记者，她家所属的新天地小区一

号楼下是汉丽轩烤肉餐厅，餐厅的抽油管道就对

着她家的阳台，每天噪声不断而且伴有飘来的油

烟和废气，给她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烦恼，这种

情况持续一年多了无人管理。

记者跟随文女士来到新天地小区一号楼四

楼天台， 也就是正对着文女士家阳台所处的位

置。 远远就听到了发动机的声响，四根鼓风机管

道从一楼延伸到四楼。 走上楼平台，记者发现，四

根鼓风管就安装在平台上。 在鼓风管的出口处满

地都是污渍，并且一直发出刺耳的噪声。 “记者同

志，你听听这声音，窗户都挡不住。 ”记者在现场

感受到轰隆隆抽油烟机的声音，难闻的气味让人

不禁作呕。 “受干扰的不止我一家，我这是四楼，

从我这开始直到七楼，都是受干扰最严重的。 ”文

女士对记者说。

随后，记者来到六楼，居民宋先生和其妻子

也都表示对此十分懊恼。 “我们这栋楼好多人都

搬走了，实在是受不了了，一年多了也没人管，投

诉到环保局，环保局说让物业，物业又再次“踢皮

球”，我们直接不敢开窗户。 废气、油烟味儿这些

都是对人体有害的，天天在这种环境下生活真是

闹心。 ”

住在

509

的史女士感到十分苦恼，噪声扰民

究竟何时休，居民生活受到干扰究竟谁来管，希望有

关部门尽快处理，还居民一个安静的居住环境。

步行街座椅“很受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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胜利路步行街美丽、繁华，街

上店铺鳞次栉比， 是市民购物的

好去处， 更是申城这座城市的脸

面。 步行街上的休闲座椅是供市

民休憩的好地方， 但近日记者走

在街上却发现步行街上的休闲座

椅损坏严重， 这不仅让城市的整

体形象大打折扣， 而且三十多摄

氏度的高温下苦了负责修复座椅

的工作人员。

8

月

3

日上午

9

时许， 记者

在胜利路步行街北段看见有

3

名

工人满头大汗地在修复座椅 ，当

时室外气温约为

30

摄氏度。 “我们的修复工作是从七夕那天开始的，每天早上六点左右

开始工作到中午十一点半，下午不到两点就开工直到晚上七点钟。 ”现场负责人严先生

告诉记者，“你看看这座椅，吃的东西也随手丢在上面，这边沿部分都是被踩坏的，这座

椅面上是被随手丢弃的垃圾腐蚀的，甚至还有粪便。所以我们现在前期做的工作主要是

清理座椅面，加固边沿，后续再打磨刷漆。 ”

记者看见现场的工人拿着尺子沿着座椅四周挨个长度测量，之后根据测量的数据

用电锯切割出相应的木材，“我们一天最多只能修复五个座椅， 而且每个座椅损坏的程

度不一，要是大面积损坏，可能修复时间就要长一些。 ”严先生对记者说。

广告纸“很强势”

每天几十斤流入步行街

“每个月光卖废纸都能卖

100

多元钱。 ”

8

月

3

日上午，胜

利路步行街的清洁工张师傅告诉记者。

张师傅说， 负责胜利路步行街卫生的人总共有

4

个，两

个人一组，按三个班次上班，分别是上午班、下午班和晚上班。步行

街人流量非常大，他们的工作量也不轻松，尤其是晚上市民出来逛街

的时候。 “相对来讲，上午班是最轻松的。 ”张师傅说。

张师傅告诉记者，他们清扫步行街，扫的最多的是广告

纸。 广告纸多到什么程度呢？ 张师傅的答案是以每斤

2

角钱

的价格，每个月卖废纸的钱能有好几十元，多的时候能有上

百元，其中大部分是广告纸。 也就是说，张师傅每个月都要卖

几百斤的广告纸。 如果算上其他三位清洁工的数量，这个数

字将更高。

记者又进行了测试。 记者在步行街走了一个来回，手里

已经有了

4

张广告纸。 “现在是上午，人少，发广告的也少，等

下午、傍晚的时候人最多。 ”张师傅说。

记者留意到，市民在收到广告纸之后绝大部分只是扫了一眼，

有的折叠起来扔到了垃圾桶，有的则随手扔在地上。

张师傅表示，发广告是为了搞宣传，别人也不好干涉，但

是步行街上有很多垃圾桶， 市民接到广告纸之后如果不需

要，只需要稍微绕一下就能将其扔进垃圾桶。

� � � � � � � � � � � � � � � �周云：社区的好管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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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时这里的卫生等公共项目都是谁在管

呢 ？ ” “你到小区入口处 ， 有一位

50

多岁的阿

姨 ，小区平时有什么问题 ，我们都会找她 ！ ”昨

日上午 ，记者在位于胜利路步行街的二轻局家

属院内 ，一位小区居民告诉记者 ，虽然小区没

有物业 ，但是却有个 “好管家 ” ，小区内有什么

问题 ，找她一准儿能解决 。

在小区的入口处，记者见到了居民口中的“好

管家”周云，现年

52

岁的她正在捡拾小区入口处的

垃圾。“我是

4

年前开始‘接管’小区的。 ”周阿姨说，

“小区之前有物业公司， 但是后来不知道因为什么

就撤走了，后来大家就推选我来管理这个小区了。 ”

自从接手这个小区之后 ， 周阿姨几乎包揽

了所有的工作 ，上门收取物业费、调节邻里之间

的问题、劝导住户不要乱扔垃圾、不让外来人员随

意出入……“现在天气太热了，中午的时候家家户

户都开着空调。 ”周阿姨说，“楼上住户的空调水就

会滴到商户门口，商户肯定不愿意，影响人家做生

意，这不我又去调节了一下。 ”

通过慢慢地接触，在这个不到

100

户居民的小

区里，周阿姨得到了大多数住户的支持，每到收取

物业费时，居民都很主动。 “周阿姨义务帮我管理家

园，我们肯定要支持她。 ”一位小区的住户说道，周

阿姨的付出让他们很感动。

“我本来退休了，也没什么事，居民选择我就证

明他们信任我。 ”周阿姨说，她现在身体除了高血压

有点高，也没其他什么问题，还能再干几年，她会继

续管好小区，让小区居民舒心地住下去。

本报记者 韩 蕾 杨长喜

本报见习记者 买祥发 付宇峰

本报见习记者 买祥发 付宇峰

图为工人正在修复被损坏的座椅。

园

爱

我

家

“鸽痴”老马话养鸽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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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这信鸽骨架硬，眼睛亮，羽毛顺滑，是好鸽

子。 ”昨日上午在工人文化宫，鸽友老马指着笼子里

的鸽子向围观的行人介绍。 老马是鸽友里面资历很

深的人， 他喜欢别人这样称呼，“老马很早就养鸽子

了，特别懂行，大家都很佩服他。”老马旁边的鸽友笑

着说。

老马告诉记者， 每个周末他都和社区里的十多

位鸽友来到工人文化宫里展示鸽子， 一来可以和其

他鸽友沟通交流、联络感情，二来可以拍卖一些养大

的鸽子。 “养鸽子很费精力，小鸽子长大会飞后，就要有

意识地去训练，让鸽子恋巢，然后认家。 随后就是训练

鸽子的飞翔能力，每天最少两个小时的家飞，就是让

鸽子绕着屋子飞翔，练体力。 等鸽子恋家后，就可以

做远距离飞翔训练了，从

5

公里、

10

公里开始，然后

到

200

公里，两三天飞一轮。 另外要及时清除粪便，

给鸽子营造一个干净整洁的窝， 这样鸽子才不容易

生病。 ”老马滔滔不绝地向记者说起如何养鸽子。

养了

30

多年鸽子的张先生告诉记者，养鸽子是

件快乐的事儿，鸽子五谷杂粮都吃，时间一长，就像

养其他宠物一样有感情了。 每年市信鸽协会举办春

季和秋季两次比赛，有近百名鸽友参加，虽然奖金不

多，但是给鸽友们提供了很好的交流平台。 “通过养

鸽子可以锻炼身体，每天你要给鸽子打扫鸽舍，购买

饲料，带信鸽去放飞训练，特别是自己喂养的信鸽从

几百公里之外凯旋时的喜悦心情，就是一种开心、一

种享受。 ”老马笑着说。

本报记者 周亚涛

市民阅读《信阳晚报》。

本报记者正在悬挂宣传标语。

本报记者 韩 蕾

本报记者 杨长喜

本报见习记者 周 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