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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娜 陈秋玲

张军梅：无物管小区的热心“大管家”

“张姐，你又在除草呀，我来帮你。”居
民伏军看见张军梅在小区花坛里除草，上
前说。张军梅是海州区路南街道葵花社区
一位普通居民，小区居民谁家有事，她都
第一时间上前帮忙，大家都称她小区里的
“大管家”，她用自己的行动践行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

极美公寓小区属于无物管小区，过
去小区花坛一半是杂草， 一半是菜园。
2016年，张军梅和丈夫搬进小区后，看见
小区花坛荒废后认为， 小区花坛能给大

家提供一个更好的环境， 不能变成杂草
坛，他们有义务维护小区绿化。商议后，
夫妻俩先是带着工具将花坛里的杂草一
点一点清除干净，然后又买来月季、栀子
花等花卉种到了花坛里。6年多的时间
里，夫妻俩在这个小花坛栽种了100余株
花卉树木， 小花坛再也不是原先的杂草
坛，而是充满生机的大花园。小区居民每
天路过，看见美丽的花坛，都觉得心旷神
怡。

张军梅空闲时间就来到小区的花坛
进行维护，清除杂草、枯木，给花浇水。她
的行动也带动了很多居民前来维护花坛

环境。 除了改造小区花坛， 在日常生活
中，张军梅也是一位热心人。一次，对门
邻居王继翠的孩子发高烧， 当时家中只
有她一个人， 万分着急的她就想到了张
军梅。张军梅一看孩子高烧不退，立即陪
同她一起送孩子去医院治疗。 孩子康复
后，王继翠特别感激，给张军梅送去好吃
的，张军梅却说这些都是小事，换谁都会
帮忙的。

随着智能手机的应用普及，多个小区
都建立了微信群，看见其他小区有事直接
在微信群通知邻居，她也联系了小区众多
居民建立了“极美公寓小区群”，自己学会

使用微信群后，她还教小区年龄大的老人
使用。

“远亲不如近邻，张军梅可是小区的
‘大管家’， 我们有事全找她。” 居民李壮
说。每当听到居民的夸赞，张军梅总是腼
腆地说：“作为一名党员，为大家服务是应
该的。”

□ 袁春梅 徐继平

“来两个鲜肉包， 一锅豆腐卷， 在这
吃。”

“好的，您找地方先坐。”
“灌汤包还有吗？我要两笼。”
“现在没有哦，要稍微等会儿。”
……
早上7点， 位于市区海昌南路的天津

汤包店格外忙碌，门口蒸汽锅上几个高高
摞起的笼屉呼呼冒着热气，店外等待买包
子的顾客井然有序地排着队， 店内的8张
小桌子坐满了吃早饭的顾客， 这边刚吃
完，新来的顾客等不及桌面收拾干净就已
经先坐下。

这家开在街边的包子铺已经成了附
近许多居民的家庭“小食堂”，早晚都会来
这里喝上一碗粥、吃上几个包子。店主林
伟汉和邵兰芳是一对“80后”夫妻，安徽合
肥人，2009年来到连云港打拼， 起初两三
年在东海县城，后来搬到市区，一直经营
包子店。

个头不算高的林伟汉，黑发里已经开
始冒出缕缕白发， 双眼隐隐带着几缕血
丝。“夏天5点来钟就有人来吃早饭了，我
们每天早上三四点钟就得起床干活，保证
5点钟能准时把第一笼包子蒸上。 虽然下
午可以补个觉，但睡眠不足是常态，因为
每天晚上都要忙到9点来钟才能关门，睡

得迟、起得早，晚上一觉最多只能睡5个小
时。”林伟汉说，他初中毕业后就开始跟着
父母学包包子，家中不少亲戚也都是做这
行的。干这行虽是辛苦了些，但是只要保
证品质、口感，市场潜力还是有的，收入也
还算稳定。

平时，店里除了林伟汉夫妻俩，还有
安徽的两个同乡以及妻子的弟弟在帮忙。
所有鲜肉、蔬菜等食材的采购，各种馅料
的调制都是林伟汉负责，而妻子主要负责
包包子。2020年初的疫情， 给林伟汉家很
大冲击。“当时我们还在安徽老家，原本计

划正月十六开门营业，但是这边所有餐饮
都暂停营业了，什么也干不了，每天还得
贴上差不多200元的房租。”林伟汉租了两
个地方，路东一个小地方做厨房，路西边
门店一楼经营二楼住人，一年的房租一共
7.2万元。等待开门营业的日子里，他和妻
子互相安慰， 就当每天花两百元住宾馆
吧，两个月左右的时间，熬一熬总算过去
了。

“今年3月初，正卖着包子呢，突然就
要求关门了，一些蒸好还没来得及卖掉的
包子，我就拿去送到旁边菜市场，分给大

家吃了。”邵兰芳说， 疫情防控进入常态
化阶段后，社区第一时间给他们办理了手
续。

反复的疫情影响，也让他们的生意变
得不稳定。“现在卖的量没有前几年那么
多了，稍微有点下降。”夫妻俩分析，除了
市场上做早晚点生意的门店多了，分流了
一部分客流。另外，因为疫情影响，百姓居
家的时间多了，不少人利用这些时间学会
了自己包包子，有时间的人，就自己在家
忙活了。

一上午忙忙碌碌，快到10点时，店里
的顾客开始变得零散稀少。邵兰芳和两个
同乡又开始包起灌汤包。 一个师傅擀皮，
两个人包，邵兰芳左手托着皮，右手熟练
地收边，一边捏一边转，一大盘灌汤包，她
10分钟就包出来了。

多年的日积月累，练出了又快又好的
手艺，也一手“包”出了他们一家幸福的未
来。林伟汉告诉我们，家中一儿一女两个
孩子都在老家县城上初中，前年他们按揭
买了新房，去年装修完工，现在爷爷奶奶
带着孩子已经住上了宽敞亮堂的新房，再
也不用租房子住了。

谈论新房时， 在邵兰芳举手的瞬间，
我们发现了她右胳膊外侧有明显的烫伤。
“我在蒸汽锅炉边正准备端笼屉， 屋里顾
客喊收拾桌子，我就回头答应一声，没想
到就被蒸汽给烫着了， 鼓出了两个大水
泡，现在破皮了。”邵兰芳举起胳膊给我们
看，就在这新伤旁边，之前烫伤留下的疤
痕还没完全恢复。

“干这个哪有不被烫伤的，抹点药膏几
天也就好了。”她说，这生活就像这疤痕，不
管什么样的困难， 时间不会辜负一直努力
的人，伤口会愈合，生活会继续。

幸福路街道

理顺老旧小区“空中飞线”
本报讯（记者 庄婷婷 通

讯员 周莉 樊倩 ）“以前一抬
头就看到密密麻麻像蜘蛛网
似的电线，心里很不舒服。现
在‘飞线’捆扎在一起，既安
全又美观。”近日，在海州区
园丁小区， 老住户陈大爷赞
不绝口。连日来，海州区幸福
路街道持续推进老旧小区
“飞线”整治工程，通过清单
式排查、分类式整治、示范式
打造，“三式”发力，着眼群众
诉求、推进分类整治、提升治
理效能， 实现街容街貌和群
众幸福感双提升。

清单式排查， 聚力群众
诉求。以“幸福邻里”党建品
牌为抓手， 充分发挥小区党
支部力量， 对老旧小区 “飞
线”充电、私拉乱接情况进行
现场踏勘、摸底排查，了解群
众实际需求， 整理形成群众
诉求“清单”。同时积极协调
各相关部门与单位， 在实地
调研的基础上召开“飞线”整
治专题会议，制定“车库线入
地、 空中线入管、 无用线清
理”等专项整治方案，让“飞
线”剪得断、理得顺。今年已
陆续推进12个老旧小区、230
余处改造点位线缆规范绑扎
及清理。

分类式整治， 提升治理
效能。 街道与社区、 物业企
业、小区党支部现场交流，科

学谋划管线分布、 路面开凿、
线缆重牵、 预留充电桩等事
项，对排列无序、乱接乱拉、跨
街连接等设置不规范情况，采
取入地入管、穿管入槽、捆束、
拆除更新等不同方式开展分
类整治， 确保线缆规范美化。
截至目前，规整绑扎、清理杂
乱线缆160余处， 整治老旧小
区7个。

示范式打造，增设惠民设
施。为从根本上解决老旧小区
“充电难、充电乱”问题，幸福
路街道启动 “充电桩进小区”
项目建设， 选取光明小区作
为示范样板，安装130个共享
充电插座， 建设10处共享充
电车棚， 可停放电动自行车
300余辆，率先打造整治示范
标杆工程。目前，上海城镇小
区、 西大岭小区已全面开展
整治， 累计在建充电车棚30
处，能供600余辆电动车同时
充电， 逐步构建起 “多方协
同、智能有序、统建统营”的
共享充电桩模式。

“‘空中飞线’乱象治理是
城市精细化管理之需，也是居
民幸福生活之需。我们将通过
资源共享、治理联办等方式继
续深化‘飞线’整治工程，清除
‘空中飞线’顽疾，为居民营造
安全美观、幸福宜居的生活环
境。” 幸福路街道党工委书记
李星如是说。

本周持续高温天气
重视防暑降温，谨防热射病

本报讯（记者 袁春梅）昨
日开始，新一轮“桑拿天”模
式开启了，港城再上高温线，
气象部门发布高温预警，未
来将有持续高温天气， 相关
部门和行业需要做好预防措
施。

从7月30日开始，我省的
气温又进入新一轮的爬升轨
道， 随着副热带高压的进一
步向北推进， 港城也加入高
温行列。 昨日一早阳光就很
强烈， 上午八九点气温便升
至30℃左右，很快气象部门发
布高温黄色预警信号：预计8
月3日至5日，东海、灌云、灌
南、海州、经济开发区、高新
区等地最高气温将达35℃以
上。 昨日午后， 海州区主城
区、 浦南镇以及猴嘴街道等
局部地区出现了短时强降
水。

市气象台首席预报员朱

敏华介绍，此轮高温天气将持
续几日，受副热带高压控制，3
至8日我市将有持续高温天
气 ， 最高气温可达 35℃至
36℃。 其中，5至6日多云有时
阴，局部地区有雷阵雨，雷雨
时将伴有强雷电、短时强降水
和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气象部门表示，持续高温
将带来供电压力，相关部门需
做好电力调度工作；高温时段
尽量减少户外活动，户外作业
人员要做好防护措施；防范局
地强对流天气对海上作业、交
通运输、户外作业、设施农业、
水产养殖和疫情防控等带来
的不利影响。

在持续高温下，人可能会
出现热射病，简单来说，就是
最严重的中暑，是一种致命性
急症。 警惕热射病的发生，大
家需要从饮食起居等多方面
入手，重视防暑降温工作。

日前，江苏海洋大学海洋工程学院“助力碳中和，环保我先
行”暑期社会实践团联合市绿色希望公益服务中心，走进新浦
广场、新海花园、金秋情缘小区、东瑞花园等地，宣传《江苏生态
文明20条》，倡导市民自觉践行绿色生活和绿色消费方式。

记者 牟进勇 通讯员 刘勇 摄影报道

郁洲街道凤梧社区

宣传移风易俗
提高居民文明意识

本报讯 （记者 陈兵 通讯
员 杜艳 ） 近日，海州区郁洲
街道凤梧社区新时代文明实
践站开展“移风易俗树新风”
文明宣传倡议活动。 社区志
愿者通过向过往居民发放宣
传册、 倡议书等对移风易俗
进行广泛宣传， 共同倡导移
风易俗、破除陈规陋习、树立
文明新风， 提升社会文明程
度和居民文明素质。

当天，凤梧社区组织居
民进行移风易俗现场宣传，
引导群众抵制婚丧事大操
大办、封建迷信活动；倡导
辖区党员干部能够带头推
动移风易俗， 从自己做起，

做到婚事新办、 丧事简办、
喜事简办；倡导文明节俭之
风， 自觉做到文明治丧、抵
制陈规陋俗，争做文明新风
的积极倡导者和自觉实践
者，将移风易俗之风在辖区
广泛传播。

凤梧社区负责人刘志伟
表示，本次活动旨在呼吁广大
居民转变思想观念， 形成文
明、健康、科学生活方式，从个
人做起，从现在做起，反对铺
张浪费，倡导文明节俭，树立
婚丧嫁娶新风尚，彰显文明健
康新理念，共同营造简朴纯洁
的社会风气、文明健康的生活
方式。

安徽夫妻努力 出一个好未来

两年前开始的结对帮扶，改变了她们的境遇与人生。日前，她们跋涉2100多公里来见“李叔叔”

广西姐妹花来连就想当面说声谢谢

一次考察促成助学结对
7月29日13时20分， 天空下着蒙蒙细雨， 黄慧

琼、黄慧琳抵达连云港火车站。
“黑色T恤，灰色裤子，那是李叔叔！”前一天，从

广西壮族自治区百色市田东县的家中出发，先坐公
交车到百色市区，再乘坐晚间飞机到南京，最后再
从南京坐高铁到连云港的黄慧琼、黄慧琳拖着行李
刚到出站口，一眼就看到了焦急等待的李洪亮。

“李叔叔好！”
“一路还顺利么？一年多没见，慧琼、慧琳都长

成大姑娘了。”李洪亮连忙接过行李，领着姐妹俩往
家走。

虽然双方已近两年没见，但姐妹俩和李洪亮没
有丝毫的生疏感。

事情的起因要回溯到2020年年底，参加企业结
对帮扶活动的李洪亮来到了广西省百色市田东县
实地考察。考察中，他得知当地有很多孩子因家庭
贫困而无法上学，参加公益助学的想法悄悄在他心
中萌生了。

在实地走访后，李洪亮结识了黄慧琼、黄慧琳
姐妹。读大学的姐姐黄慧琼有个考研梦，却忧心家
里条件，而读高中的妹妹黄慧琳成绩优异，家里却
无力培养，面对姐妹俩的境况，李洪亮决定帮她们
助学圆梦。

“当地淳朴的民风、人们的热情，深深印在我的
脑海中。”李洪亮说，“当时听说孩子家里比较困难，
我没有多想，就承诺资助了。”

帮扶，改变她们的境遇
据了解， 黄家的家庭收入主要为种植芒果、贩

卖水果所得。因为要生活，还要供孩子上学，一家人
生活十分拮据。

“父母虽然没有什么文化，但一直明白读书很重
要，始终在苦苦支撑我们的学业。”黄慧琼告诉记者，
为了补贴家用，父母经常凌晨2点起床，先去集市批
发水果，再去各个村售卖。在黄慧琼的心里，父母乐
观，对生活的态度也是积极向上，这也潜移默化影响
着她们。只要有时间，懂事的她们就会主动分担家
务，给父母减轻生活负担。

考上大学的黄慧琼非常刻苦， 凭着做家教、奖
学金的微薄收入来减轻父母负担，但也只是杯水车
薪。

黄慧琼说：“在得到李叔叔的帮助后，我感觉身
上的担子轻了很多，不仅每个月有生活补助，李叔
叔还会时不时给我们寄来一些生活用品和衣物。”

除了经济上的支持，很多时候，精神上的鼓励
也让姐妹俩的内心备感温暖。黄慧琳说：“李叔叔的
爱心捐助，让我的生活得到了改善，同时他给予的
还有精神上的鼓励， 让我的心中燃起了新的希望，
对未来的美好愿景化为一股强大的动力助力我们
前进。”

爱心助学仍在继续
千里迢迢来连，这对姐妹花就是想要告诉李洪

亮一个好消息。

“今年，姐姐通过自己的努力，成功保研重庆大
学。上次考试，我也考进了年级前100，明年我就要参
加高考了，离我的大学梦也更近了。”性格开朗乐观
的黄慧琳说，“借着假期， 我们就想当面对李叔叔这
些年的帮助说声‘谢谢’，我们会努力成长，成为懂得
分享、懂得感恩的人。”

“只要自己的条件允许，我会一直做下去。”李洪
亮表示，对于他资助的孩子会负责到底，直到完成学
业，“无论是孩子读本科、研究生还是博士，只要她们
的学业不停止，我的资助就不间断。”

黄慧琼说，她们比同村的孩子幸运，因为有了
李叔叔的捐助，姐妹俩得以顺利完成学业。而这份
“幸运”， 她希望将来能够延续给更多需要帮助的
人。

据了解，2020年的助学活动是由国家发展改革
委驻田东工作组与市发改委协调自主开展的， 除了
李洪亮， 当年参与助学的还有10多位连云港的企业
家，共资助了37个孩子。

“通过到广西田东县进行对口帮扶活动，延伸带
动了我市众多企业家心系教育、捐资助学的善举。通
过帮助更多的家庭贫困、品学兼优学子圆梦求学，也
把两地互帮互助、行善助困的爱心传递下去。”市发
改委服务业处处长周立岩说。

□ 张晶晶

7月29日，一对广西姐妹花黄慧琼、黄
慧琳时隔近两年，跨越2100多公里辗转来
连，只为面对面向她们近两年未见的李叔
叔报个喜，并亲口说声“谢谢”。

这对广西姐妹花口中的李叔叔，叫李
洪亮， 是李记明章食品有限公司的负责
人。而姐妹俩要感谢的事缘自他两年前的
一个善举。

邵邵兰兰芳芳在在包包包包子子

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