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东营市“听力无障碍工程”第一年度任务完成———

300名听力残疾人免费戴助听器
城管、社区联动

清理小区“牛皮癣”

本报12月29日讯（通讯员
赵云龙 商瑞娟 记者 李金
金） 29日，东营区城市管理局
东城执法中队与社区工作人员
一起清理小广告，执法队员与社
区工作站形成联动的工作模式，
在小区内建立小广告清理的长
效管理机制，为居民创造一个和
谐的生活环境。

2 9日上午，东城府前小区
内，府前社区工作站的魏大爷领
着东城执法中队的队员正在清
理三村内居民楼体上的非法小
广告。清理干净一座楼体后，社
区工作站的工作人员给附近经
营业户和居民下发通知，呼吁他
们主动维护自己家门口的环境。

元旦春节将至，东城执法中
队走进东城各社区进行城市管
理法律法规的宣传和小广告清
理行动，对严重影响市容形象特
别是乱张贴、乱涂写的各种小广
告进行了清除。针对乱贴乱画现
象时常反弹的情况，东城中队与
社区工作站形成联动模式，建立
小广告清理长效管理机制。

据了解，此次宣传和清理行
动共发放宣传单200余份，清理
小广告600余平方米，清理行动
主要是海河南区、府前和清风等
小区楼体上随处可见的出租、开
锁、打孔、通下水道和家电维修
等小广告。

本报12月29日讯（记者 李沙娜）
“听不见都20多年了，今天终于有了

助听器，能听见声音了。”29日，在利津
县残疾人服务中心，来自利津县的89名
听力残疾人都免费佩戴上了助听器，这
也标志着东营市“听力无障碍工程”第
一年度的300名听力残疾人配发助听器
的工作完成。

据了解，东营市“听力无障碍工程”
计划2011年—2013年为具有东营市户
口、持有残疾人证、有康复需求、且近三
年内未救助过助听器的每一位听力残
疾人免费佩戴一个助听器，实现他们与
健全人的无障碍沟通和交流，项目总投
资约100多万元。

29日上午9点左右，在利津县残疾
人服务中心等待佩戴助听器的听力残
疾人已经排起了长长的队伍，“我们接
到村里通知，7点多就从家里出发了，没
想到我来的时候专家组的同志们早就
已经开始工作了。”64岁的李振奎怕记
者听不清大声说。原来，省瑞声达助听
验配专家组的三名工作人员早上4点多
从济南出发，7点左右就到达了东营，没
顾得上歇息就开始为听力残疾人测听、
验配、调试助听器。

在测听室里，验配专家组医生根据
测听仪器显示的赫兹确定听力残疾人
的听力情况，等待测听的左猛猛特别高
兴。“孩子三四岁的时候戴过一次，助听
器太贵，都十几年没有戴了，现在终于
能听见声儿了。”看着儿子戴上助听器，
父亲左先生高兴地说。

直到下午4点半左右，利津县89名
听力残疾人全都佩戴上了适合自己的
助听器。据了解，为打造“听力无障碍工
程”，东营市残联积极争取省残疾人福
利基金会支持，分别为广饶县60名、东
营区85名、垦利县45名、河口区21名、利
津县89名共300名听力残疾人全部验配
了助听器。

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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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日，在利津县残疾人服务中心的助听
器验配室里，刚刚在验配专家组医生的帮助
下戴上助听器的李振奎笑得合不上嘴，一个
劲地摸着自己的新助听器。

李振奎告诉记者，他今年64岁了，从40

多岁开始，耳朵就听不清楚，“20多年了，有
时候看着别人聊天，自己心里干着急，现在
可好了，没花一分钱，就能听见你们说话
了。”李振奎开心地说。

刚戴上助听器的他有点不放心，老用手
摸着，“能听见声音了，就是好。”边说着边摸
助听器给记者看。当记者问他家住哪里时，
他拿过记者的采访本写下了自己的姓名和
住址，还开玩笑说：“回村里得好好显摆一
下。” 本报记者 李沙娜

29日，在测听室，43岁的徐向哲和40岁的妻子杜
建花用手语交流着，脸上的笑容可以看得出来他们
的高兴劲儿。徐向哲告诉记者，他30年前戴了一个老
式的助听器，但是不便于干农活，坏掉后一直没有再
戴，“正好赶上市残联这么好的事。”徐向哲和妻子都
能免费戴上助听器很开心，“家里平时靠种地，没钱
买。孩子在外上学，现在想她能打电话了。”徐向哲
说。

陪着徐向哲夫妻俩前来验配助听器的姨夫告
诉记者：“他们夫妻俩平时交流就用手语，跟学校
学习的正规手语还不一样，他们和孩子交流也是
比划，现在好了，两口子都佩戴上了助听器，和孩
子交流就方便多了，想孩子了也能给孩子打个电
话聊聊。”

本报记者 李沙娜

医生正在给听力残疾人测试听力。 本报记者 任小杰 摄

“终于能听见了” “想孩子能打电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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