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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文明有形状，那么走在鹰城的大街小巷，你随处可以看到车水马龙中圆圆的安全头盔，它给人

带来安然；清晨或傍晚你可以看到牵着可爱狗狗的长长绳子，它给人带来安心；单位或小区以及马路边

越来越多的方形四色分类垃圾桶，它给人带来洁净……文明，在于细节，渗透在城市里每一个浓浓烟火

气的角落，赋予城市生生不息的前行力量。

3 月 27 日早上 7 点半，家住市区诚朴路与

矿工路交叉口附近一小区的市民陈先生带女儿

出门时，手上除了公文包外，还有两个安全头

盔。“骑电动车带着孩子出去，我们俩都戴头

盔。”在电梯里，陈先生蹲下给 5 岁的女儿戴好

头盔，走到车棚，他自己也戴好。

去年 6月，我市下发的《关于规范城区车辆

停放、电动车骑乘的决定》中规定，电动自行车

驾驶人和乘坐人骑乘电动车辆时，应当佩戴符

合国家标准的安全头盔。为此，陈先生早早为

一家三口购买了安全头盔。“每天拿头盔出门和

拿手机一样，已经成了习惯。”陈先生说，有市民

不愿意戴头盔，有人嫌麻烦，有人觉得夏天闷

热，还有人认为破坏发型，但头盔关键时刻能保

命，在生命安全面前，这些小事不算什么。

3月 27日上午，记者骑车沿市区矿工路和

建设路行驶一圈观察发现，绝大部分驾驶电动

自行车出行的市民都佩戴了安全头盔。据市

公安局交管支队宣教大队副大队长柴海峰介

绍，目前市区电动自行车骑乘人员的安全头盔

佩戴率已达 95%。

12点 20分，在市区光明路与矿工路交叉口，

市民李女士骑着电动自行车自东向西行驶，走

到红绿灯处被交警拦下。“您好，您的头盔没有系

好织带。”市公安局交管支队新华大队一级警长

刘慧向其敬礼后说道。随后，刘慧上前帮助李

女士系上织带，调整好长度使其服帖在李女士

头部，并向她讲解如何正确佩戴安全头盔。

据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新华大队大队长

尹成学介绍，目前电动自行车驾驶人不戴头盔

的极少，不过有一些电动自行车乘客没有正确

佩戴安全头盔，比如未系好织带、头盔前压或

后仰等，安全头盔的保护作用将大打折扣。“佩

戴安全头盔主要是为了在关键时刻保障电动

自行车骑乘人员的安全。”尹成学说，眼下这个

事这已经是老生常谈，因为鹰城市民心中已经

牢牢树立了交通安全意识。

（本报记者 刘蓓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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弧形：一次次微笑传递真诚

“小熙，这几天的状态怎么样？不

要有心理负担，我们会尽快为你提供帮

助。”3月 26日，市有家社会工作服务中

心工作人员刘敬对困境少年小熙进行

电话回访。

“谢谢阿姨，有了你们的帮助我一

定能考上市一中。”电话那头，小熙充满

期待地说。

今年 14岁的小熙即将升入初三，明

年面临中考。但小熙患有先天性肌营养

不良，8岁时跌倒骨折后再也不能行走，

常年靠轮椅出行。小熙的妈妈是残疾

人，爸爸是超市的送货员，他和 7岁的妹

妹常年由年迈的爷爷奶奶照顾。小熙

的梦想是考上市一中，以后当一名医生。

近日，市有家社会工作服务中心的

志愿者了解情况后，前往新华区沿西社

区核实小熙家的情况，看着小熙对知

识的渴望，志愿者尚跃先和陈继彪满

眼心疼：“你只管好好学习，回去后我

们会商量如何对你帮扶。”

为进一步掌握我市困境儿童的生

活、监护、心理、学习等详细情况，去年 8

月，在市民政局的指导下，市有家社会工

作服务中心对全市 2293 个困境家庭的

2817 名困境儿童进行精准核查并筛选

了一批帮扶对象。“后续我们还会对其

他困境儿童提供帮助。”刘敬说。

市有家社会工作服务中心自 2014

年成立以来，先后与壹基金、河南省妇

女儿童发展基金会、恩派基金会合作实

施了“温暖包计划”“儿童服务站”“壹乐

园音乐教室”等公益项目。

在鹰城，还有一些公益组织的志愿

者穿梭在大街小巷。市鸣慧社会工作

服务中心近百名志愿者 2019 年开启助

学计划，截至目前已帮助 60 名困境学

子圆了上学梦。

背 上 兄 弟 社 会 工 作 服 务 中 心 从

2018年起资助困难学子，截至目前已帮

助 9 名困难学子，其中有 4 人顺利考入

大学。去年 4月，该中心负责人窦小伟

在背上兄弟颈肩腰腿康复馆设立爱心

箱，拿出部分诊费做公益。

市志愿者协会 2006 年成立，致力

于社区服务、灾害响应、乡村振兴、网

络募捐等爱心活动，目前已有万余名

志 愿 者 ，提 供 服 务 30 余

万次。

市爱心飞扬歌友会成

立于 2008 年，现有志愿者

6200 余名，已开展义务理

发、维修家电等活动 2 万

余场次。

据市民政局统计，我

市目前有 2885 个社会组

织，每年开展爱心活动数

万场。

（本报记者 王 亚 楠

文/图）

3月 27日晚，家住卫东区建设路街道诸葛

庙社区的张娜娜带着贵宾犬出门，系上狗绳、拿

两张卫生纸，已经成为她出门遛狗前的标准流

程。“看好自己的狗，清理好狗粪，不能影响别人

的生活。”张娜娜说。

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工作开展以来，我市常

态化整治不文明养犬行为，加强宣传引导，配好

用好遛狗绳，大力捕捉、收容流浪犬。

新华区在公园广场、社区摆放宣传展板；

卫东区在公园广场、社区及道路沿线进行文明

养犬执法巡查，向养犬人发放文明养犬宣传页

和遛狗绳，并对不文明行为进行批评教育；湛

河区全面调动宠物医院、志愿者、社团组织等

社会力量，定期在文化广场、大型商超门口和

村（社区）开展文明养犬宣传活动，发放文明养

犬告知书、文明养犬管理条例等宣传单。

“我们成立养犬管理专门巡查队伍，定期在

城区主要街道、公园、广场、居民区等地，对携犬

出户不按规定使用束犬绳（链）等不文明养犬行

为进行巡查，对城区禁养的大型犬只及流浪犬

进行清理整顿。”湛河区综合执法局局长邢帅鹏

表示，自去年 7月以来，湛河区已暂扣未拴绳犬

100余只，养犬人须到位于平顶山火车站的不文

明养犬处置中心接受处理，写下承诺书。

“我们开展了养犬不掉‘链’，拴紧‘文明绳’

文明养犬专项整治活动，对不拴绳的犬只进行

暂扣，对不听劝导、不文明养犬者进行处罚。”卫

东区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大队主任孟满仓表示，

自去年 7月以来，卫东区已捕捉流浪犬、未拴绳

犬、走失犬 150 余只，通过批评教育 100 余只犬

被认领。

我市积极开展帮助市民办养犬证、为宠物

接种疫苗等工作，湛河区已在 104 个村（社区）

开展“一站式”犬只备案、狂犬疫苗免费接种

等。同时，各区都公布了举报电话，市民一旦发

现身边有不文明养犬现象及流浪犬，即可拨打

电话举报，由区城管执法局出动巡查队员及时

对犬只进行捕捉。

今年以来，我市各区城市管理部门共出动

1200人次，执法车 380台次，抓捕流浪犬 119只，

登记犬 700 余只，签订文明养犬承诺书 1300 余

份，处罚不文明养犬案件 240余起，教育不文明

养犬人 355 人次，制作安装文明养犬宣传指示

牌 30余个。通过整治，游园、广场、小区等处的

遛狗不拴绳、犬吠等问题得到了明显改善。

（本报记者 王孟鹤 文/图）

方形：一个个箱桶洁净家园

3月 28日，张学满和员工在叶县福

利院做完志愿服务，回到位于市区启蒙

路的学满理发店时，已经快下午 1点。

店里有多位老人在等她。老人们

都是张学满的老主顾了，有的大老远从

卫东区走路过来，为的是学满理发店服

务热情、价格便宜。得知张学满和员工

两个人在叶县福利院忙了将近 4个小时

为近 50名儿童免费理了发，老人们劝张

学满先吃饭，休息休息再给他们理发也

不迟。

张学满并不听劝，笑呵呵地说：“老

人至上，先理发。”围上围裙、拿起剪刀，

张学满娴熟地忙了起来。不一会儿，便

为一位老人理好了发。

“叔，照照镜子，看看中不中？”

“中，中得很。”

老人们笑了，张学满也高兴地笑了：

“帮助别人，传递文明，是件快乐的事。”

做文明人，快乐自己。张学满是我

市的知名志愿者，位于启蒙路的学满理

发店是她的营生，靠着这个店和理发

手艺，她向这座城市传递了太多文明。

24 年来，她义务理发 76000 余人次，把

微笑服务带到了行动不便的老人家中、

带到了烧伤病人的病房、带到了疫情防

控一线。

3月 26日是周日。这一天，新华区

新新街街道妇联副主席陈莉娟带着 12

岁的儿子党校涵来到该街道兴华社区

参与环境卫生整治活动。

大手牵小手，陈莉娟和儿子都是

志愿者，在帮助他人中传递文明早已

成了习惯。“我负责捡烟头、捡垃圾，帮

助社区叔叔阿姨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小

事，让他们腾出时间和精力做更有意

义的事。”党校涵说。

“志”之所向，“愿”之所在，文明向

善、助人为乐。在平顶山，不管是知名

志愿者张学满，还是寻常

志 愿 者 陈 莉 娟 和 她 的 儿

子，都积极参与志愿活动，

已经有一万多名志愿者在

组织的感召下共同浇灌文

明之花。“我们协会 2006

年成立，一直大力弘扬‘奉

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

愿精神。据不完全统计，现

在已有 12000多名志愿者，

带动30余万人次参与志愿

服务。”平顶山市志愿者协

会会长周俊范说，有志愿

者的地方，就有文明在闪

光。（本报记者 毛玺玺/文 姜涛/图）

3月 28日，新华区环卫中心环卫四

所所长黄英帅带领环卫工人又开始了

忙碌的一天。“我们要把它擦得一尘不

染。”在市区建设路与体育路交叉口检

查维护垃圾箱的黄英帅说。

去年以来，新华区中心城区街头又

多了一道亮丽的风景，100 多个新型四

色分类垃圾箱陆续亮相。新安装的垃

圾箱根据生活垃圾分类要求，喷绘了统

一、规范、清晰的标识，其中绿色垃圾箱

印有“厨余垃圾”标识，红色垃圾箱印有

“有害垃圾”标识，蓝色垃圾箱印有“可

回收物”标识，灰色垃圾箱印有“其他垃

圾”标识，垃圾分类信息一目了然。

“我们对人流量密集、重点公共场

所等区域的垃圾箱、垃圾桶进行调整、

补充和更换，为市民提供更多方便。”新

华区环卫中心主任王飞说。

为提升城区整体环境卫生水平，我

市各区对标文明城市创建标准和要求，

陆续对主次干道沿线投放垃圾箱。“根

据创文标准，主次干道等公共场所设置

垃圾箱和烟头收集器，每 200 米道路单

方向不少于 1组，同时垃圾及时清运，确

保无外溢。”市城管局环卫科科长兰巍

黎说，我市提高标准，在重点路段努力

做到每 80米道路单方向不少于1组。

湛河区去年以来分批投放了 1100

个不锈钢双分类垃圾箱，这些新式垃圾

箱高约 1.2 米，左侧箱体上印有“可回收

物”标识，中间箱体印有“有害物”标识，

右侧箱体上印有“其他垃圾”标识，上方

是方便行人扔烟头的“灭烟处”，箱体背

面和侧面印有“垃圾不落地 湛河更美

丽”等宣传标语和玉鹰标识。

“新型分类垃圾箱将陆续替换辖区

中兴路、光明路、和顺路等道路上破损

陈旧的垃圾箱，同时被替换下来的旧

垃圾箱经过修补仍能使用的，将安装到

背街小巷，提高使用率。”湛河区环卫中

心主任刘金鹏说。

在做好主次干道垃圾

箱调整工作的同时，我市

还积极组织环卫部门做好

维护保洁，确保箱体干净、

桶盖完整、摆放整齐并及

时清运。“我们组织中心工

作人员深入小区，回访垃

圾分类投放和收集情况，

核 实 各 小 区 生 活 垃 圾 产

量，为垃圾分类收运打好

基础。”卫东区环卫中心主

任李英豪表示，该中心对

全区 577个社区庭院逐个进行回访，做

好小区生活垃圾摸底和核量，引导居

民分类投放垃圾。

（本报记者 王孟鹤 文/图）

擦洗垃圾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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