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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路过过大大集集，，又又买买了了十十几几件件新新棉棉衣衣
“暖冬”公益行走进万德农村，最后一站将到五峰山

本报12月10日讯（通讯员
李娜 王凯） 张夏镇西野

老村有两家特困户。67岁的苏
孝莲，常年瘫痪在床，为照顾
他，老伴无法外出打工，只能靠
种地维持生计；46岁的房士兰，
丈夫已经去世，家里有两个正
在上学的孩子以及年迈的父
母，经济条件同样很差。作为该
村“第一书记”的派出单位，近
日，长清区文广新局特意购置
了过冬煤炭送到特困户家中，
并对他们进行了困难救助，解
决了这两家人的燃眉之急。

据悉，为帮扶西野老村，近
年来，区文广新局在办公经费
紧张的情况下，投资5万元用于
村两委文化大院建设和改善民
生，丰富了他们的业余文化生
活。

本报12月10日讯（记者
张帅 通讯员 肖磊） 为提
升供热服务水平，10日上午，长
清区热电中心举办了“供热温
馨服务暖万家”活动，工作人员
来到长兴苑小区，与居民面对
面交流，向他们宣传用热知识，
征求他们的意见，并深入居民
家中，帮他们及时解决采暖问
题。

记者看到，本次活动采用
展板展示、发放材料、现场讲解
等形式，向居民普及用热常识、
供热条例、服务规范等内容。此
外，小区居民还可在现场直接
办理停用热手续，在家门口就
可享受到“一站式”供热服务。
截止到活动结束，现场共发放
供热资料300多份，解答居民疑
问100多人次，解决用户采暖问
题20多项。

据介绍，2015-2016供热
季，长清区热电中心在加大内
外网改造力度，保障供热平衡
的基础上，主动提升工作水平，
向用户提供更优质的服务。本
次活动是区热电中心延伸优质
服务的新举措，今后该中心还
将继续举办一系列相关社区活
动，把贴心温暖送到百姓身边。

温馨提示：
本报在此提醒供热用户，

家中暖气不热请及时拨打长清
区 热 电 中 心 客 户 服 务 热 线

（87261799、87221349），或按照
所处供热片区与片区负责人取
得联系。

长清供热片区划分及负责
人电话如下：

A片区：清河街以北，五峰
路以东，中川街以南，经十西路
以西（明太伟 13188944093）；

B片区：五峰路以东，清河
街以北，莲台山路以西（王洪岩

13255418291）；
C片区：莲台山路以东，清

河 街 以 北（ 国 秀 庄
15153126379）；

D、E片区：经十西路以西，
清 河 街 以 南（ 石 振
18766163612）；

F片区：经十西路以东，清
河 街 以 南 （ 张 伟
18253138789）。

12月8日早8点，孝里米粉、
丰山宜家李俊经理夫妇开着爱
心运输车，携同长清区妇联主
席韩晶及幸福大家庭成员司云
芹、田爱珍等爱心市民，一起来
到本报记者站集合，大家把捐
赠的棉衣整理打包好，驱车前
往长清区万德镇。

万德镇妇联马主席亲自给
“暖冬”爱心成员带路。此行我
们要去的第一个地点是万德镇
小刘村的贫困家庭。在去往万
德镇小刘村的路上，爱心车
队穿过一个集市，看到集市
上有不少棉衣，他们担心除
了这些名单上的贫困家庭，
村子里还会有其他有需要的

人，因此李俊夫妇和司云芹
又自费买了8件女士新棉袄、
1 0件男士保暖上衣。他们知
道，农村里的贫苦老人都舍
不得添置新衣服，就是过年
也不见得买新的。这也是他们
临时给老人买这些新棉衣的原
因。

大家到了小刘村村口，村
妇女主任李承花正在等候。她
已经把村里贫困家庭整理成
名单，共计10户，这大大方便
了我们的活动，也让爱心成
员更多地了解贫困家庭的基
本情况，并依据他们所需要
的爱心棉衣信息提供精准的
帮助。

村妇女主任李承花带领大
家首先来到住在半山坡的李成
材家。他家的院子房屋破旧，没
有什么家居摆设，屋内寒冷，
还不如有阳光的院子里暖和。
他的老伴正在和女儿坐在院
子里晒太阳。“我媳妇患脑血
栓已经有 1 2年了，坐在轮椅
上不能动弹，手失去知觉，每
天都需要我给她捏捏。脸也有
些变形，说不出话。女儿智力
障碍，生了个儿子现在上小学
二年级。女婿去世后，女儿和
外甥就一直跟着我过。上还有
89岁的老母亲，虽然耳朵聋但
是不眼花，她自己住在一间石
屋里，就在我家房前，正好方便
我去照顾她。”李成材向爱心成
员介绍说。

在李成材家前，记者见到
了他的母亲，一位衣着破旧的
老人。老人家从不愿意闲着，天
虽然冷，她还在外面的山坡上
捡拾柴火，冬天用来烧火做饭。
老人家虽然驼背，但腿脚很利
索，上小土坡时一点不费力气。
老人家住的屋子就在儿子的院
子前面，屋里面也是潮湿阴冷，
房子不大。老人在屋子东侧还
种着一块自留地，没有院子，屋
子西侧则是比较陡峭的山坡，
只是在边沿堆积了很多石块，
就算是老人院子的安全保障
了。记者从房屋门的窗子往里
面看，屋里漆黑一片，打开屋门
仅能看到门口一些简单摆设，
但整理得还算整齐。

据记者了解，李成材一家
人的生计都靠他种地维持，一
家四口每个月领500－600元
的补助，生活得以基本维持。
爱心成员知道了李成材的情
况后，立马把新棉衣和男士
保暖裤等御寒衣服拿给李成
材。李俊经理心疼老人家，她
又多拿出一件新棉袄单独给
了老人，但老人不要，只好塞
给李成材代为保存。老人不
明白这些人的来历，蹒跚走
到儿子跟前问，他们来干什
么的？儿子告诉她，这些是长
清的好人，来村里给贫困户送
些捐赠的物品。老人好像明白
了一点，但是记者可以清晰地
听到她嘱咐儿子：“咱不要。”

随后，爱心成员与记者来
到刘希庆家。55岁的他单身，因
患有肺病，劳动能力受限，一直
在家。李承花告诉记者：“他的
低保已经申请了两次，因为
年龄不够，暂时还没有享受
低保待遇，等到了年龄就能
办下来。现在他可以种点地、
喂几头牲畜维持生计。”爱心
成员详细了解了他的情况，
把准备好的新保暖上衣送给
他。刘希庆一直紧紧抱在怀
里，看得出来，他很喜欢这些
衣服。这个憨厚的汉子身上
的衣服已经破旧乌黑，在记
者和读者访问的时间里，他
一直紧紧地抱着衣服。村里
人都说，他要是快点申请到低
保就好了。

捐助了几户后，因为名单
上还有几户没在家，爱心成
员把其他贫困家庭需要的棉
衣集中放在了小刘村的村委
会办公室里，由村主任和村
妇女主任代为分发，随即赶
往下一个受捐地点：万德镇
卞庄村。

走进万德镇卞庄村的李平
图家，老人正蹲坐在墙根。他和
老伴住在马路边的一处小院
子里，院子与马路之间形成
一个土坡，这个小院就像坐
落在深坑里。进入院子，大家
开始担心：要是下雨天的话，
雨水会直接流到老人家院子
里，老人家怎么办呢？对此，
卞庄村书记李士图告诉爱心
市民 :“我们也给老人想了办
法，把土石沿着马路与土坡
边堆积，尽量阻止马路上的
水流向老人家院子。院子里
有个水道，可以直接流进对面
的河道里。”记者注意到，老人
住的房屋门槛很高，也是试图
阻止雨天雨水流进屋子里。但
是雨水大的话，院子里水排不
出去，也存在安全隐患。李士图
说，院子低洼的原因在于，门前

的马路是后来修的，马路修好
后，路基抬高，院子就矮了。下
一步将做好这个小院子的防雨
水问题，收拾一下，尽量杜绝洪
水隐患。

据李平图78岁的老伴介
绍：“他今年70岁了，患有精神
病，做不了什么活。我也有脑
血栓，虽然能行走，但是我这
两只手一直发抖，身体弱，做
点轻快的活还可以。有个儿
子不在家，三个女儿都嫁了。
我和老伴一个月领100多元的
老年保险生活。”了解老人家的
情况后，爱心成员赶紧把两件
新棉袄拿给老人，又挑选了几
件合适的衣服。

临近年终，我们的活动也
进入尾声。根据我们的捐赠计
划，长清区妇联名单上还有
几户迫切需要棉衣，我们在
下周选择天气良好的某日，到
五峰山街道、平安街道部分
贫困户中送去御寒棉衣。此
后将不再接收社会捐赠，感
谢众多爱心人士的支持，您有
任何建议请联系我们，我们的
爱心热线将持续开通，电话是
15706411177。

送温暖

区文广新局

为特困群众送温暖

送爱心

供热如有问题

致电五联络人

路过大集，再购置新棉衣

九旬老人嘱咐儿子：

“咱不要人家的东西”

卞庄村两位贫困老人

住在低洼处下雨易受淹

爱心小组成员为李成材的妻子按摩手指。

丰山宜家的爱心运输车到达万德镇小刘村。

文/片 本报记者 于梅
实习生 于亚飞
通讯员 王永超

因恶劣天气影
响暂停一周后，本报
联合长清妇联、司田
拍打健身操团队共
同发起的“‘暖冬’公
益行动邀您捐赠棉
衣”活动再次启程。
此次受捐对象为长
清区妇联、万德镇妇
联挑选出来的贫困
家庭。此次棉衣被的
捐赠者，是健康幸福
大家庭、长清大学城
的 部 分 老 师 、学 生
等，也有部分社会爱
心市民送来的棉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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