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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邻居就是得相互有个照应”

照照顾顾对对门门老老邻邻居居
热热心心夫夫妻妻十十几几年年如如一一日日

新的一年，责任市民继续征集

给给我我们们推推荐荐您您身身边边的的好好人人吧吧
本报讯(记者 朱文龙) 新

的一年，总有新的感动在我们身
边。在即将到来的1月10日，济南
市第四届责任市民暨最佳公共
服务奖颁奖仪式即将在历下区
文化馆举办，结合专家评审、网
络投票、壹家实体店投票，共推
选出济南责任市民10名，公共服
务奖10名，特别奖1名。

这已经是连续第四年奖励
社会善的力量。每年数九寒天，
总会有一些人，用自己的善良朴
实、勇敢担当感动着这个城市，
温暖着人们心灵。这21位获奖者

的事迹并不是多么高大上，他们
大多都是小人物，都是如你我一
样的平凡人。但是在面对一些抉
择时，他们用自己的行为捍卫了
真善美，经受住了道德的考验，
时间的洗礼。他们或许并不伟
岸，但是他们的行为足够高大；
他们或许并不出众，但是他们的
品德足以流芳。

第四届责任市民评选已经
结束，但是并不意味着我们在追
求真善美的道路上止步。我们真
诚邀请您，用自己的眼睛发现身
边的感动，并推荐给我们。

责任市民很伟大吗？看看这
21位获奖者，我们不难发现，虽
然其中不乏惊人壮举，但更多的
就是一些凡人小事,小到默默无
闻多年如一日地干好自己不起
眼的工作。正所谓，勿以善小而
不为，一滴水也可以映射太阳的
光辉一样，平凡中也可以见伟
大，不是因为事多大，而在于小
事中体现出的伟大责任感。

责任市民难吗？诚然，能获
得责任市民称号的人是有限的，
但做个责任市民却是无限的。责
任不分大小，不分什么事情,只要

能体现出作为一个市民的主人
翁意识和责任担当,关心城市建
设、发展,勇于贡献自己的力量；
奉献爱心、服务他人,勇于为社会
和城市文明进步添砖加瓦,这样
的市民就是责任市民。责任市民,
人人可为,人人可做。

责任市民是一个城市的脊
梁，是一个城市健康发展、充满
生机、活力、温情的支撑和动力,
做一个有责任感的市民也是每
一个市民应有的责任。少想一些
自己 ,多想一些他人；少一些逃
避,多一些担当；少一些抱怨,多

一些实干,这样的你就是责任市
民。

总之，责任市民代表了推动
城市进步的草根力量，最佳公共
服务群体则展现了城市形象和
公共服务文明。他们虽然平凡，
但他们的事迹中所蕴含的诚信、
奉献等品质，则彰显出济南的城
市精神。寻找那些为我们这座城
市发展奉献着的人们，并将他们
的正能量传播出去，是我们的责
任，也是我们的义务。

市民可以拨打96706电话推
荐。城市良心，需要您的加入。

苏大叔人品好又能干，

当兵第2年就成为党员

虽然在92岁高龄的老人眼
里，苏有生还是个“孩子”，但出
生于1948年的他如今也已经是
67岁的老年人了。

年轻时，苏有生曾在新疆伊
犁当过四年兵，尽管当兵四年从
来没有回过济南老家，但远离家
乡的部队生涯锻炼了他吃苦耐
劳的优良品质，不仅在当兵第二
年就光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
为一名党员，更因为在连队的突
出贡献被授予三等功。

苏有生的爱人杨京玲比他
小5岁，1970年到1974年苏有生
在新疆当兵时，杨京玲作为知青
下乡，在即墨一干也是4年。1974
年，二人分别从新疆和即墨回到
济南，都是实在人，性格又都热
情开朗，很快便走到一起，从
1975年1月结婚至今已经携手走
过了40多年风风雨雨。

如今两个人的孙女已经上
初中了，每天除了照顾回家吃午
饭的孙女之外，苏有生和杨京玲
主要的任务就是锻炼身体和照
顾老人，尤其是军人出身的苏有
生在家更是闲不住，买菜、做饭
把家里上上下下都打理得井井
有条。

夫妻二人同心向善，

照顾对门老邻居十多年

1998年，苏有生和杨京玲夫
妇二人搬到甸柳新村六区8号楼
现在的住处后，就和现年92岁的
王桂兰老人成了对门邻居。

“原来我母亲在的时候，和
王桂兰老人关系就很好，两个老
人就跟姐妹俩一样，在炕上一坐
就是一天，总有说不完的话。”回
忆起和王桂兰老人的“缘分”，苏
有生笑着说。

2000年，母亲因病去世后，
同心向善的夫妻俩担心老人一
个人在家孤苦伶仃，和往常一
样，每每做了适合王桂兰老人口
味的饭菜，都不忘了给她送过去
一份，考虑到老人食素，但凡给
老人做饭，家里的锅都格外注
意，刷了又刷，生怕老人吃着不
合胃口。

近年来，在居委会的帮助
下，无儿无女的王桂兰老人享
受了居家养老“一对一”的护工
服务，一日三餐有了着落，但尽
管如此，老人还是喜欢每天有
事没事都到对门家里坐坐，特

别是晚上6点多护工照顾完老
人的饮食起居后下班一走，王
桂兰老人就来到家里，在沙发
上坐到9点左右回家睡觉。

为了让老人方便，

家里五冬六夏门不关

王桂兰老人一直独居 ,已
是91岁高龄 ,眼睛看不清了 ,耳
朵还灵得很。说起长寿秘诀 ,王
桂兰连连说 ,多亏了社区居委
会、热心居民 ,尤其是对门老邻
居苏有生、杨京玲夫妇十多年
来的悉心照顾。

俗话说，远亲不如近邻。从
去年开始，90多岁的王桂兰身体
状况有些不好，按理说王桂兰老
人就住对门，推开门就到家的距
离，但细心的苏有生还是担心老
人腿脚不便磕着碰着，总是亲自
把老人送回家里，看着老人安然
无恙休息这才放心回家。

别看苏有生和杨京玲整日
里忙里忙外不得闲，但其实两个

人的身体都不好，尤其是2013
年，苏有生突发脑梗在医院住了
一个多月，而杨京玲当时也因为
糖尿病同时住进了医院，“那段
时间，我们最挂念的也是王桂兰
老人，毕竟她习惯了每天到家
里，听说我俩病倒了老人偷偷抹
了不少泪。”杨京玲说。

患病后，一向坚强乐观的苏
有生始终没有放弃，在杨京玲和
陪伴和鼓励下，凭借着顽强的毅
力，坚持每天锻炼终于从病床上
爬了起来。

“看着我们俩回家，老人别
提多高兴了，这么多年了就像自
己家老人一样，甭管五冬六夏，
俺们家这门从来都没关过，就是
为了老人想来的时候随时都能
来！”苏有生和杨京玲笑着说。

不但送来汤圆

还包了素馅饺子

“早晨吃汤圆我都有点撑
啦!”去年元宵节一早,王桂兰刚

起床,杨京玲就把煮好的汤圆送
到了家里。按照习俗,元宵节晚上
要吃饺子,到了下午,杨京玲又早
早给吃素的她包好了白菜鸡蛋
馅儿饺子。

苏有生、杨京玲夫妇都是退
休党员,1998年搬到甸柳新村六
区8号楼2单元101,与王桂兰老人
成为对门。自那开始,怕寂寞的王
桂兰常待在苏家,有时一待就是
一整天,吃喝都在这儿。杨京玲每
做了合老人口味的饭菜也都送
过去,一般一送就是两顿的。

据甸柳第四社区居委会工
作人员介绍,2011年起,王桂兰开
始享受由历下区政府购买、每月
30小时的居家养老服务；去年5
月份更是升级为每天8小时的

“一对一”服务,不但家里一尘不
染,一日三餐也有了保障,护工还
经常陪她聊天。

尽管如此,在8小时之外,特
别是晚上6点多护工一走,王桂兰
还是习惯到对门坐坐。“你又来

‘上班’啦!”苏有生、杨京玲夫妇

总是热情欢迎她。

连续好几个月

帮老人点眼药水

进了杨京玲家,屋里长沙发
靠近暖气片的一头,是王桂兰的

“专座”。吃东西、看电视都很方
便,还能随时听着自家动静。王桂
兰最喜欢看天气预报,好决定第
二天穿什么衣服。

今年1月份,楼里通上了暖气。
在这之前,每年冬天,苏有生都替
老人买蜂窝煤,白天帮忙换煤,晚
上封炉子。而每天早晨,两口子还
常因为担心老人煤气中毒去敲门,

“要是听着没动静,就赶紧给她打
电话,知道没事才放心。”

苏有生家里原先烧着土暖,
王桂兰冬天就来蹭暖,一边聊天
一边看电视。老人喜欢吃核桃、
无花果等干果,苏有生两口子就
剥好了给她吃。

去年,王桂兰生了病,连续几
个月需要每天换膏药,眼睛一天
点三次眼药水,这些都由苏有生、
杨京玲代劳。更有一次,王桂兰使
用开塞露时把瓶盖塞进去了,跑
来“求救”,杨京玲二话没说用手
给掏了出来。

做邻居就得

相互有个照应

王桂兰以前也是个热心人。
她擀的面条、蒸的馒头都非常好
吃,每次做了都给邻居们送去；针
线活儿也做得好,有一年冬天给
邻居们缝了14件棉袄。现在腿脚
不方便了,除了对门苏有生夫妇,
其他邻居们也都非常关心她,常
替老人跑腿,有好吃的也时常惦
记着她。居委会、街道办乃至区
里、市里的相关工作人员也经常
上门慰问老人。

与老人相处这么多年,苏有
生、杨京玲夫妇对她有了深厚的
感情,一天不见就会挂念她,总要
敲门去看看。对于照顾王桂兰,杨
京玲说都是举手之劳,“谁都有老
的时候,做邻居就是得相互有个照
应。”

俗话说，远亲不如近邻。在甸柳社区，有一位92岁高龄的独居老人，虽然无
儿无女，但多年来在对门热心夫妻苏有生和杨京玲的贴心照料和陪伴下，日子
过得有滋有味。近年来，在居委会的帮助下，老人享受了居家养老“一对一”的
护工服务，但尽管如此，老人还是喜欢每天有事没事都到对门家里坐坐，“这么
多年了就像自己家老人一样，甭管五冬六夏，俺们家这门从来都没关过，就是
为了老人想来的时候随时都能来！”苏有生和杨京玲笑着说。

文/片 本报记者 王若松

苏有生夫妇经常陪伴王桂兰老人聊天。 本报记者 肖龙凤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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