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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高红侠

他有自己的工作，工作之余
不辞劳苦地为小区的业主服务，
帮业主维权，带领大家抵制不文
明的行为。2012 年，他被大家推
选为小区业委会主任。为了加
强与业主的沟通，他建立了 QQ
群，在他无私奉献的感召下，一
些业主融入了这个大集体，为创
建和谐小区出力。他，就是常连
明。

爱管闲事
他被选为业委会主任

7 月 15 日下午，记者来到市
区矿工路东段的世纪阳光小区常
连明的家中。常连明今年 48 岁，
是平顶山平东热电有限公司的
一名职工。2010 年，他搬到该
小区居住后，看到小区管理不
太规范，业主怨声载道，一向热
心 的 他 ，不 时 出 面 为 大家抱不
平，渐渐地被大家熟识。

2012 年 11 月，经过一年多的
筹备，该小区业委会正式成立，

他被大家推选为业委会主任。
“大家既然这么信任我，我一定
尽自己的能力做好本职工作。”
常连明暗暗下定决心。

建业主QQ群
供业主交流沟通

当天下午，常连明在接受记
者采访时，还不时地查看业主群
里的最新动态。“现在方便多了，
只要在群里招呼一声就行了。”
常连明笑着说，由于大家工作都
比较忙，不容易聚在一起。为了
方便业主之间的沟通，2010 年 8
月份，他建了这个 QQ 群，供业
主交流沟通，现在群里已有 262
位业主加入。

记者看到，这个 QQ 群的群
名片是“1-15D 常连明”，群介绍
是：真实的你我，真诚的朋友，共
建我们美好的家园。群里设有
工作动态、表扬台、曝光台、共建
美好家园等几个栏目，均以图片
形式表现。“这是我拍的照片，主
要是通过大家相互监督，倡导文
明好风尚，批评一些不文明的行

为。”
物业公司和业主之间有时

候会有矛盾发生，作为业委会主
任的他总是一分为二地看问题，
谁对谁错，他非得搞个清清楚
楚。业主入住多年来，该小区的
房产证因诸多原因迟迟未办好，
业主找他反映，经过大家商议，
在常连明的带领下，最终通过合
法途径成功维权，业主最终拿到
违约金。2013 年 1 月份，该小区
4 号楼的电梯出故障，电梯厂家
发送的配件迟迟不到位，没法维
修，一些不知内情的业主发牢
骚。为了给大家一个解释，配件
到货后，他通过照片全程记录了
工作人员维修电梯的现场，然后
发到群里，消除了业主和物业公
司之间的误会。

成立家庭爱心互助会
志愿者上门服务

常连明时常看到小区内一
些行动不便的老人或父母不在
身边的年轻人遇到困难时，缺少
帮手，经一些业主提议，2013 年

6 月份，在他的支持下成立了家
庭爱心互助会。成立之初，有 16
位爱心业主参加。

如果有哪家电脑需要维修，
有哪家的孩子需要帮忙接送或
看管，不管业主有啥需要，一个
电话，他们都会派出志愿者上门
服务。“虽然这项工作已开展两
年多了，但运作过程中遇到一些
问题，我们会积极改进的。”常连
明说。

大家的信任
是他工作的最大动力

小区内一些车辆乱停乱放，
占用消防通道，常连明多次找到
小区的物业公司协调，对方最终
答应让出消防通道，还在路边安
装了 9 个休闲椅。为了活跃业
主的业余生活，常连明还联合有
关部门多次组织业主进行爬山
比赛、家庭趣味运动会、寻找最
美家庭等活动。

业主只要反映什么事，他总
是积极解决。前段时间，业主充
电费的电卡因所属供电所的工

作机制调整，业主必须自行到北
环路的供电所充费，给业主带来
诸多不便。常连明得知情况后，
他主动找到该供电所的有关领
导沟通，最终改为每月 10 日和
25 日 该 供 电 所 工 作 人 员 到 小
区内集中收电卡进行充值。小
到快递及信件的收发，大到业
主的住行，只要业主找到常连
明，他都会想办法解决，“大家
的 信 任 成 为 我 工 作 的 最 大 动
力。”

部分业主受感染主动奉献

“ 是 常 哥 的 热 心 感 染 了 我
们，作为一名主业，我们没有理
由不配合他把小区管理好。”业
主杨芳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在
常连明的感召下，虽然她不是业
委会成员，但经常帮忙起草或整
理一些资料。为了美化小区内
的环境，业主全红霞去年专程从
外地带回几棵品种月季花种在
小区的花池里；业主徐建平经常
无偿修剪草坪内的绿化树，为业
主提供多种方便。

爱管“闲事”的常连明

□本报记者 牛超/文 彭程/图

有人爱种花、有人爱收藏……
家住卫东区鸿鹰街道大营社区的吕
水山却痴迷种枸杞。7 月 13 日上
午，记者来到他家，看到了他种植的
数百盆枸杞。

虬枝盘错的枝干上开着淡紫色
的小花，这就是枸杞树和枸杞花，记
者还是第一次见到。

家有枸杞300多盆

吕水山今年46岁，中等个头，
其貌不扬，话不多，但一说起他的枸
杞，他就打开了话匣子。“现在不少
花都败了，前段时间，都开着花，可
漂亮了。”吕水山说。

记者登上吕水山家的二楼平
房，眼前是一片枸杞树。一棵棵一
株株，高低不一，造型各异。有的开
着淡紫色的小花，有的则红果满
枝。除了枸杞树，房顶上还有海棠、
茉莉、金雀花等。

“现在，我这里共有400多盆花
草，其中300多盆是枸杞。”吕水山
说，由于种得太多，他把不少枸杞放
在了邻居家。

从小爱养花

吕水山说，他家世代养花，“爷
爷、父亲在世时都爱养花。”受他们
的影响，吕水山从小对花花草草就
很有感情。

花卉种类这么多，为什么偏
偏喜欢枸杞？吕水山说：“一是别
人玩过的东西，你跟到后面玩，既
没新意也没意思；二是枸杞在我
市很少有人养，而且基本不用扎
本。”

据了解，吕水山的枸杞都是
从野外“淘”来的。

1995 年，吕水山开始养枸杞。
没事时，他就带些干粮，骑着一
辆 破 自 行 车 信 马 由 缰 ，到 附 近
山 坡 、河 道 里 转 悠 ，“ 方 圆 百 十
里，我都骑车转过了，最远到过
漯河市舞阳县。”每挖回来一株
野 生 枸 杞 ，他 就 根 据 其 自 然 形
状进行修剪，然后栽进盆里，精
心培养。

“枸杞特别好养，喜欢阳光，

冬 天 即 使 把 盆 冻 烂 ，它 也 没 事
儿。”吕水山说，而且枸杞的观赏
价值比较高，他为此专门编了4句
顺口溜——春天看枝叶，秋天吃
果实，夏天看丰满（夏天天热，它会
落完树叶“躲伏”，记者注），冬天看
枝干。

“深秋时最好看，满树枝都是
红果，特别漂亮。”吕水山说，没事
时，他或给枸杞修枝剪叶，或坐在
房顶、沏壶茶，“喝着茶，看着枸
杞，心里别提多得劲了。”

关于养枸杞的技巧，吕水山
说他爱看花卉杂志，有些则是自
己摸索出来的。

枸杞树只借不送

有人种花是为了营利，吕水山
却是为了“玩”。

养了20年的枸杞，他积攒了数
百盆，但对于这些枸杞，他不卖不
送，即使面对上门来的生意，他也一
一拒绝。刚种枸杞时，有朋友想要
几棵，被吕水山拒绝。“我可以带你
去找、去淘，但不白送。”

“果实可以摘走，但树不卖不
送。”吕水山说，每到秋天果实满枝，
他常喊邻居们来采摘，摘回家后晾
干，用来泡茶、泡酒或者熬粥，“真正
自家却很少摘”。

时间久了，朋友也知道了他的
脾气，不再提这些要求。“遇到相中
的枸杞，实在想看，可以搬回家一
段时间，但必须归还。”吕水山认
为，“有些人只是一时心血来潮，并
不一定真的爱种或会种，东西送出
去了，他们往往养不好，所以不
送。”

至于为何不卖？吕水山认为，
“它如果有价值，卖不卖它的价值都
在那里。人不能光图眼前利益，最
重要的是心情。”

现在，吕水山是一家盆景协会
的会员，“每个月大家都会聚在一起
交流交流养花心得。”

他爱好广泛

在他家门外堆着一堆土，“这是
准备给枸杞换的，它每隔3年都要
换次土，每次都需要拉一拖拉机，
要么它就不长了。”吕水山说，“干啥
事都是要付出劳动才能成功的。”

其实，除了种枸杞，吕水山还
喜欢收藏，爱好非常广泛。

他家的一间屋子专门放着他捡
回来的形态各异的石头，他收藏的酒
瓶以及他捡回来的一些汉砖瓦罐等，
他都当宝贝一样摆放得整整齐齐。

“人，要有些爱好，我虽不富裕，
但我的生活很丰富。”吕水山说。

吕水山的枸杞情结

吕水山在修剪自己种的枸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