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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德州·城事

警民德城公安分局恳谈会上共商社区平安

居民盼更多民警到社区办公
本报11月3日讯(记者 王金强

通讯员 史学生 骆守明) 3日

下午，德城公安分局警民恳谈会上，

十多名社区代表表达了自己对于警

民共建和谐平安社区的想法。一些

社区代表还表示，社区网络民警室

和社区民警到社区办公，为社区平
安建设起到良好作用，希望以后越

来越多的民警到社区办公。

会上，分局领导介绍了近期德

城治安防控建设情况。德城公安以

推进“万枚探头保德城”、“万家商铺
保平安”、“万居平安工程”，以及“九

道防线”建设为代表的“治安防控建

设推进完善年”活动。创新推出了

“网上警务室”、“QQ警务室”等现代

化防控模式。截至目前，全区201个

路口全部安装了监控系统，探头总

数达到350个。社会各界投入100余

万元，安装农村社区监控探头300余

个。通过第六次人口普查户口整顿

和“净土”行动，辖区住房图标注以

及房屋、人口分类基础信息摸底工

作全部完成，累计入户131935户、登

记405750人，纳管高危人员2228人、

暂住人口69052人、租赁房屋11137

户，采集录入率、发证率均达到了

100%。

社区代表在恳谈会上表示，居

民对警方的工作十分理解，也感到

社区的和谐平安需要广大群众的积

极参与。居民在加强自身防范的同

时，也要主动协助派出所民警和辅

警做好工作，特别是加强群防群治，

邻里相互守望，不让犯罪分子有下
手的机会。

“现在我们社区的民警和我们

一起办公，为我们和谐平安社区建

设提供了可靠保证。”广川街道办事

处祥和社区代表许秀珍说，民警扎

进基层，让居民有了安全感，给他们

一些工作的开展带来了便利。

本报11月3日讯(记者

王宗吉) 随着天气转

凉，凋落的树叶成为了环

卫工人清扫的主要对象。

德城区东风中路附近的

和谐公园，面积仅有3亩，

但环卫工每天要清扫的

树叶能达到五百多斤。

“现在清扫最多的就

是落叶了，像这种编织

袋，不一会儿的工夫就满

了。”负责和谐公园及附

近路面清扫工作的叶立

华，指着已经装满树叶的

垃圾袋告诉记者，这种编

织袋每个至少能装50多

斤。“这一袋都是树叶，我
们今天上午已经清运出

了5袋。一般一天能清扫

出十几袋，加在一起差不

多有五六百斤重。”

记者了解到，和叶立

华一起打扫该区域的，还

有两位环卫工人。这块区

域的面积大约三亩，环卫
工人每天至少需要打扫四

个多小时的树叶。“清理出

来的树叶，和其他垃圾一

样，一起送到了垃圾收集

站。我们一上午就能运送

五六车树叶垃圾，一天下
来差不多得运送十几趟。”

另一位环卫工人说。

三亩大的地扫四个多小时

环卫工一天清扫树叶500多斤

短短两个月的留学生活，她们喜欢上了德州这座小城

韩国交换生

德州的幸福生活
文/片 本报记者 王宗吉

九月初作为交换生来
到德州的韩国京东大学的

姜多率、李秀玲、朴孝淑和
郑思齐，到德州学习中文已

有两个月了。2日上午，记者

在翻译朴元国的陪同下，在
德州学院交流中心的宿舍
里，探访了她们的学习生
活。在交流中，记者了解到，

虽然来德州仅仅两个月的

时间，但她们已经深深喜欢
上了这里的学习生活。

姜多率向记者展示妈妈从韩国寄过来的色拉油。

她们四个人中，姜多率和李秀玲要在
德州学习一年汉语，朴孝淑和郑思齐则要
在德州学习半年。她们来到德州已经两个
月了，除了周末出去逛过街外，很少外出。

“我们很希望了解一下德州的一些东西。再
过几个月，我们汉语说得流利了，一定会到
德州城里多逛逛，了解中国人的生活。”

在谈到离开德州，她们会怀念什么时。

李秀玲说：“除了想念这里的老师和朋友

外，我会怀念这座城市，想念德州扒鸡，回
国时一定要带上扒鸡。”她们告诉记者，虽
然只是短短两个月的学习生活，但她们已
经深深喜欢上了这里的人，也喜欢上了这
座城市。“我们的家都在韩国首尔，那里和
中国的上海、北京一样，到处都是人和车，

德州这座小城市少了很多喧嚣，多了些安
静与恬淡。我们已经喜欢上了这座小城
了。”

回国时一定要带上扒鸡

离开家乡已经两个月，她们已经慢慢习
惯这边的学习、生活，但也经常想家。“除了想
念爸爸、妈妈，想念最多的就是家乡的色拉和
泡菜，还有泡面。”朴孝淑说，她每个月都让妈
妈从韩国首尔往这里邮寄泡菜、拉面、色拉油
及调料。“韩国的泡面和中国的方便面不一
样，我们还是喜欢韩国的泡面。我们每月都会
让妈妈们从家里邮寄些韩国的小吃，泡面、色

拉和自己最喜欢的一些小菜。”

姜多率告诉记者，食堂里的很多菜和韩
国做的菜差别很大。她们除了偶尔到外面饭
店尝试一些中国菜外，最多的还是自己做饭
吃。“我们会做简单的色拉，还有一些简单的
汤。在德州生活，我们的生活能力也提高了。”

郑思齐执意要让记者留下来，尝尝她们做的
色拉和米饭。

想念家乡的色拉和泡菜

姜多率告诉记者，她们在韩国已经学
习中文三年了，但是由于平时接触不到中
国人，汉语发音和交流还是有些障碍。在谈
起当初选择学习汉语时，姜多率说：“受韩
国和中国交流扩大的影响，现在学习汉语
的韩国学生特别多。受这种大环境的影响，

我也选择了汉语，而且我也很喜欢中国文
化。”

记者看到她们的课程表，周一到周五，

每天都安排了三大节课程，从上午一直学
习到下午4点多，晚上还会有辅导。

来德州学院学习了两个月的姜多率是
四个人中汉语讲得最好的，她能够进行基
本的日常交流。而和姜多率住在一起的李
秀玲的汉语水平却差一些。“我能听懂，但
就是不会表达。”李秀玲通过翻译朴元国告
诉记者，来德州学习收获的不仅是汉语能
力的提高，还有很多中国的好朋友。

收获的不仅是汉语，还有朋友

为了让道路两侧树木安全过冬，夏津县
公路局近日给沿线16000多株树木“刷白”，以

有效防虫防害、御寒保暖。 本报记者 李

继远 本报通讯员 李猛 崔建民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