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仙营街道义工团定期送服务
成立半年多，义工队伍已有400多人

本报济宁4月24日讯 (记者
范少伟 ) 24日上午，李路(化

名)像往常一样来到仙北小区五
号楼，给瘫痪在床的刘阿姨洗
头、理发。在仙营街道与李路一
样的还有许多义工，他们定期到
社区里为老年人理发、修脚、按
摩、打扫卫生，仙营街道义工团
成立半年多的时间，越来越多的
热心人加入其中，为社区居民提
供服务和帮助。

“理发本来就是我的本行，
也没有耽误工作时间，只是做自
己力所能及的事，参加公益活动

不需要宣传。”李路笑着说，但不
愿意透露自己的姓名，也不愿意
说出自己所工作的理发店。他告
诉记者，听到朋友说仙营街道有
个义工团，定期到社区里为老年
人理发，然后就联系到街道办事
处的工作人员加入了义工团。

按照计划，每月的6号、16号
和26号，义工们都会定期到社区
开展活动，包括理发、修脚、按
摩、打扫卫生、义诊等多项内容，
但李路工作比较忙，就把为老人
理发的服务调到了周一和周三，
或者等到社区居委会工作人员

需要的时候给他打电话，然后选
定时间再到社区为居民免费理
发。

不仅是李路，美开乐技校的
学生和老师，还有修脚师夏师傅
也加入到仙营街道义工团，他们
定期到社区为居民服务。夏师傅
为社区老年人修脚，已经坚持了
大半年的时间，刚开始大家还不
能接受夏师傅的服务，时间长了
居民对他的服务很认可。“仙北
小区共有660户居民，义工提供
的服务都是居民特别需要的。”
仙营社区第一网格网格员刘淇

说，每次入户调查，都会问居民
需要什么样的服务，喜欢参加什
么样的活动，义工所开展的活
动，都是围绕着居民提出的需要
来制定的。

有的居民年龄很大了，手脚
不灵便，但还不喜欢别人去他们家
里帮着打扫卫生洗衣服。“我们做
了很多工作，劝说他们接受义工提
供的服务。”刘淇说，比如1号楼5单
元的一户居民，夫妻双方都有肢体
残疾，刚开始特别排斥义工的帮
助，认为自己还能走动，不需要他
人帮助，在居委会的劝说下才接受

了义工们的帮助，时间长了，老两
口都盼着义工到家里陪他们说话
聊天，帮他们打扫卫生。

“仙营街道义工团去年夏天成
立，目前登记在册的有400多人，网
格员把居民的需求报到街道，由街
道统一安排人员上门服务。”仙营
街道负责社会管理服务一体化的
工作人员程艳春说，开展的活动越
频繁，就能吸引越多的热心人加
入，凭借自己的一技之长服务社区
居民，这也是创新社会管理的一种
体现。

想送给父母一部

操作简单的手机
本报当天帮丛女士实现了愿望

“我们希望送给父母一部老
年手机，操作很简单的那种，按
下键后就能自动拨打亲属电话，
直至有人接听，但是我们在市场
上没有买到这种手机。”24日上
午，市民丛女士拨打本报电话，
希望本报“心愿漂流瓶”栏目帮
她完成这个愿望。

丛女士的父母都八十多岁
了，行动不便，子女都上班不能
天天陪在父母身边，老人在家不
放心，所以想给父母买部简单的
手机，以便急需时方便拨打子女
的电话，但转遍了济宁城区所有
的商店和超市，都没有买到那种
手机。“我们工作都很忙，父母在
家里又不放心，担心他们出现突
发情况。”丛女士在电话里说，希
望有部手机，在父母出现紧急情
况时可以联系到她们。

随后，记者联系到济宁掌中
万象信息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我们有部‘儿童护卫手机’，也
很适合老年人用，很简单，在手
机的后面有一个‘SOS’”键，一
旦发生意外，按下此键手机自动
拨打亲属电话，直至有人接听。”
该公司的相关负责人说，手机通
过短信确认存入联系人电话号
码方便父母与子女联系，手机还
可以随时定位老人的位置，子女
只要往手机上发一条短信，就能
得知老人所在的位置。该负责人
答应当天下午就把手机邮寄到
本报记者站，丛女士明天就可以
到报社取手机。

本报记者 范少伟 岳茵茵

家有开心事>>

寒窗苦读，孩子终于考上研
本报记者 范少伟

时间：4月23日
地点：后营社区
主人公：陈素梅
4月初，陈素梅接到儿子孙鲁鲁的电话，

得知儿子被上海同济大学土木工程系录取。
寒窗苦读，孩子终于考上了研究生，陈素梅高
兴的一晚上没有睡好觉。23日下午，记者在后
营社区见到陈素梅，谈起两个孩子，陈素梅就
笑得合不拢嘴，这姐弟俩不仅学习好，而且很
懂事，姐姐陈敏是北大研究生，学习临床专
业，打算考取北京协和医院的博士，而弟弟又
考上了研究生。

这是一个比较贫困的家庭，接受民政部
门的低保救助。陈素梅身体不好，一直没有工
作，一家人靠丈夫孙楚仁卖干货维持生计。

“今年社区暖气改造，大家都安装了暖气片，
就他们家没有安，社区居委会打算免费给他
们安装，但被陈素梅拒绝了。”后营社区负责
低保的工作人员朱洪君说，如果安了暖气片，
每年要交暖气费，对这个家庭来说，也是不少
的一笔费用。

陈素梅的家不大，但收拾的很干净，桌子
上摆着女儿和儿子的照片。“孩子们很争气，
教育是潜移默化的事情，必须得用心。”陈素
梅说，两个孩子和她就像亲密的朋友，无话不
谈，而且都喜欢参与公益活动，不管是学校里
组织的还是社会上组织的，都会积极参加，这
让她很欣慰。在陈素梅看来，社会上给了他们
家庭很大的帮助，孩子们也应该回报社会，帮
助需要帮助的人。

虽然生活不富裕，但陈素梅总是保持很
乐观的心态，把快乐传递给身边的人。为了培
养两个孩子，陈素梅费了不少心思。在姐弟俩
上小学时，陈素梅在家里准备了一块黑板，谁
表现的好，就在谁的名字旁边画朵小红花，鼓
励孩子养成独立和竞争意识。孩子考试考的
不理想，陈素梅从来没有批评过孩子，而是和
他们一起分析为什么会出错，因为粗心还是
因为不会做，争取下次不再犯同样的错误。

“妈妈是我们的好朋友，我和姐姐遇到
什么困难都会和妈妈说，我们在一起特别
开心。”孙鲁鲁在电话中告诉记者，知道自
己考上研究生后，第一时间告诉了妈妈。

“每个孩子的性格不同，教育方式肯定
也不一样，但一定要成为孩子们的好朋
友。”陈素梅说，多听听孩子们的意见和想
法，不管对与错，都要让他们把内心的真实
想法表达出来，家长要和孩子一起分析问
题，解决问题，和他们共同成长。“有一次孩
子对我说‘你真是位称职的妈妈’，让我很
欣慰。”陈素梅说，虽然很辛苦，付出了很
多，但和孩子们一起成长，得到他们的认

可，自己感到特别幸福。
几十年不见的老朋友终于见面啦、养

了十几年的植物开花啦、争气的孩子考上
大学啦、孩子结婚啦、大家庭一起聚会吃上
团圆饭啦……咱的日子越过越好 ,家里的
喜事也越来越多 ,快来告诉本报跑社区的
姊妹花吧 ,一起晒晒幸福喽 !

本报推出“家有开心事”栏目，您家里
或您身边有开心事、趣事、喜事 ,都可以通
过以下任意方式联系姊妹花，我们将聆听
您的幸福，并与大家共同分享 !

电话 :18766865808 13506389427
QQ群 :1114076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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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运河

陈素梅高兴地给记者看儿女小时候的照片。 本报记者 范少伟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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