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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运河

社区

本报推出“社区记者探家风”活动，即日起征集“百姓家风”

晒晒家家风风，，聊聊聊聊那那些些背背后后的的故故事事
本报济宁2月18日讯(记者

姬生辉 孔令茹) 一个家庭的
家风，往往铸就了家庭成员的处
事态度，影响他们的一生。春节
期间，中央电视台《新春走基层，
家风是什么》系列报道，引发了
强烈的社会关注。您的家风是什
么，不妨拿出晒一晒。即日起，本
报开通“百姓家风”征集平台，聆
听您的家风和背后那些感人的

故事。
家风，又称门风，是指一个家

庭或家族的传统风尚或作风，不仅
是民风、社风的要素，也是中华民
族传统价值观的重要组成部分。绝
大部分家庭的家风、家规、家教都
是通过日常生活中的一点一滴代
代相传，虽然没有写成书、刻成碑，
却依旧深深地烙印在每一位家庭
成员及其后代的心中。

作为一个家庭的态度和精
神，家风是社风民风的基础，甚
至对党风政风也会产生重要影
响。家风正，则民风淳；家风正，
则政风清；家风正，则党风端。国
家的长治久安，社会的文明进
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全体公民
的思想道德水平的高低。

济宁自古以来就享有“孔孟
之乡，礼仪之邦”的美誉，尊礼重

教、崇尚德性等由儒家思想而衍
生出的传家理念影响了一代又
一代人。为弘扬优秀的家风文
化，传播家庭文明建设正能量，
即日起，本报推出“社区记者探
家风”活动，我们的记者将走进
您的家中，探访您的家风、家规，
了解背后的那些感人故事。“您
的家风家规是什么？”、“父母曾
经最不满意你什么？”、“父母对

你影响最大的一句话、一件事是
什么？”、“你们家有什么事绝对
不允许做？”……和我们聊聊，让
我们一起分享，传递正能量。

市民可以通过电话、微博、
邮箱三种方式与我们联系(电话：
2110110；微博：@齐鲁晚报社区
记者；邮箱：qlwbzmh@163 .com)。
请提供真实姓名、联系方式以及
家风内容简介。

我叫岳超，与妻子郭文文结婚3年了，可爱的小宝宝1岁3个月，是上
天送给我们最好的礼物。新年最大的愿望就是家人健健康康，宝宝幸
福快乐成长。

(本报记者 孔令茹 整理)

本报济宁2月18日讯(记者
孔令茹 ) 马年春节，一首

《时间都去哪儿了》勾起很多人
的回忆，网友“大萌子”晒出的
数十张与家人的合照更是引发
了大家“晒全家福”的热潮。

全家福，就是用影像记录
的家谱。对于讲究团圆的中国
人来说，一张全家福，就是定格
了家庭成员的永恒大团圆，以
及很多随着时间流逝不可挽回
的美好回忆，意义非同寻常。

2014年，本报社区版主打
幸福牌，即日起推出“晒晒全家
福”活动，欢迎您将全家福的照
片及幸福故事发送给我们。征
集方式：将您的全家福照片(配
以姓名、图片说明、小故事等
等 ) 发 至 邮 箱 q l w b z m h @
163 .com；或者登陆新浪微博@
齐鲁晚报社区记者。有疑问可
咨询本报互动热线：2110110。

征集全家福

见证幸福时光

仙营街道———

设立便民信息栏
让居民一目了然

本报济宁2月18日讯(记者
范少伟 通讯员 李勇) 近日，
城区仙营街道在辖区内每个小
区设立社区负责人公开栏，公布
社区有关负责人的职责和联系
电话，并在每个楼门口都设立便
民信息栏，将各种信誉较好的便
民服务公司电话进行公布，既方
便了群众生产生活，还有效遏制
了小区内乱贴小广告的现象。

18日，记者走进仙营街道谢营
社区，每个楼洞口的显眼位置都以
一个统一制作的便民服务信息栏，
非常引人注目。这个信息栏上，除
了张贴水电费缴费通知、用工招聘
信息、开锁服务和维修服务的联系
方式，还有电力抢修、天然气抢修、
疏通下水道等居民常用电话。

“便民信息栏只是‘信息公
开’的一部分，仙营街道在辖区
内的5个社区51个居民小区中，都
建 立 了 规 范 的 公 开 栏 和 宣 传
栏。”仙营社区一位工作人员告
诉记者，公开栏上公布了社区书
记、社区主任、业主委员会或院
委会成员、小组长、院落自治制
度、村规民约等相关信息，居民
有疑点和难点问题可以直接打
电话找负责人进行咨询、求助。

“打一个电话，社区干部主
动上门帮助解决困难，不能及时
解决的困难，还帮我们联系或协
调有关单位或部门。”谢营社区
居民陈大姐说。对于长期在外打
工的居民，社区也发放了联系方
式，只要有需要社区办理的事
项，提供相应的材料，一个电话
社区就可给予办理。对社区困难
群众、残疾人、老年人、留守儿童
和长期患病的弱势群体，社区也
会定期或不定期主动送服务上
门，为他们办理相关事务。

一一米米八八小小伙伙，，爱爱上上为为美美女女美美甲甲
文/图 本报记者 范少伟

提起美甲，相信很多年轻
时尚的女士都不陌生。如果是
一位身强体壮的年轻小伙坐
在对面，捧着你的双手给你美
甲，你会有什么感受呢？

18日上午，运河城地下商
场，一位身高181cm，体重90
多公斤的胖小伙坐在美甲桌
旁，细心地给顾客打磨着指
甲。他叫周金轩，29岁，做美甲
三四年了，工作时的细心与耐

心一点不比女美甲师差。与顾
客交流时，周金轩话音很轻，
修形、去死皮、抛光、打磨……
动作十分麻利。

“2011年帮朋友开美甲店
时开始学，两三个月就能给顾
客做些简单的指甲护理了。”周
金轩说，开始只是觉得好玩，慢
慢却喜欢上了这份工作，看着
顾客的指甲经过自己修剪美化
之后变得漂亮，感觉特别满足。

一个大小伙子做美甲，肯定有
很多人不认可，而对于别人异
样的眼光，周金轩早已习惯，

“坚持下来就好了，关键是做自
己喜欢的事。”周金轩说，为了
让顾客接受自己，他每次修完
指甲，都会和顾客聊天，问问她
们的感觉如何，让她们提意见。
顾客等待时，他还会和她们聊
天，家常小事到国家大事，不知
不觉半个小时就过去了。周金轩正在为顾客修指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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