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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
近

□本报记者 杨岸萌/文 张鹏/图

市区开源路与湛南路交叉口东
韦伦双语学校东门对面的高工楼院
里，居民有钱出钱、有力出力，自己

“建”自己的小广场，让大家有了专
属的休闲场所。

昨天上午9时许，在高工楼院
内，买菜回来的、行动不便的、遛弯
的居民在46号、47号楼之间的小广
场内或坐或站，或闲聊或锻炼。提
起自建的小广场，不少人竖起了大
拇指。

修器材、献花草
不愿提自己做的好事

高工楼院是平高集团居民区中
的一个院，院内共有6栋居民楼，整
体排号为45号至50号，其中46号、
47号楼之间有一片空地，20多年前
安装了健身器材。

“2018 年底，我们的物业管理
移交至物业公司，但是他们进驻后
只负责日常保洁，小区绿化、健身
器械管理不是很到位。”小区居民
侯国照说，今年春节前后，院内居
民成立的“平高中院老年群”内有
人提议把这片空地整治一下，弄成
一个小广场。

在46号楼一楼居住的袁永伟
听说后，弄来水泥、电焊，维修了坏
掉的健身器材、挪位重装底部沤烂
的健身器材，用水泥固定好；又从
家里机械厂搬来了滴水观音、铁
树、牡荆、肉桂等盆栽摆放在空
地周围；还把厂里餐厅的凳子、
桌子修整后摆放在空地墙边、树
荫下……

“我们的小广场能弄这么好，永
伟出力最大。”86岁居民苑朝正说，
环境好了，大家都愿意过来坐坐，一
起聊天。

然而，提起这事，袁永伟扭头进
了屋，不愿提起一句。

“他就是内向，不愿多说话。”袁
永伟的爱人芈敏说，大家都是多年
的老邻居，愿意改善居住环境，自己
有能力就贡献点。

做保洁、护庭院
“年轻人”负责维护

地面打扫得干干净净，三四张
桌子上摆放着兰花、芦荟和烟灰
缸，20多张凳子上、健身器材上放
着居民从自己家拿出来的各式各
样的垫子。

小广场初成，基础设施有了，谁
来维护？众人都说是“小李”。

高工楼院1993年建成，入住已
27年。院内大部分居民年龄都在
七八十岁，最年轻的“小李”今年60
岁。

“小李”名叫李凯，在高工楼院
内算是“年轻人”，他说，年轻人就要
多干一些。 李凯每天早上清扫地
面，一天不论遍数擦拭桌凳，清理烟
灰缸，雨天及时把坐垫收起、天晴再
摆放上，还要照看大大小小十几盆
花。

苑朝正说：“我们院七八十岁的
人多，拄拐的、拿棍的，只要看到他
们一过来，‘小李’就会过去搀扶，人
好得很。”

买设备、放电影
“科技达人”添乐趣

头发花白的许佩玉提着豆芽、
面条和凉粉来到小广场，还没有走
近，就有人跟他打招呼。

77岁的许佩玉是一个“科技达
人”，玩转手机，教大家使用，给邻居
带来了很多便利。

“水电气缴费、手机充值、养老
待遇领取资格认证、网购，只要是跟
网络相关的，不会就去问老许，他一
步步给你讲，讲得可清楚了。”居民
王凤云说，现在她已经学会在手机

上缴费，省了很多事。
“我是高级工程师，这些东西

学学就会了，不难。我们院老年
人多，腿脚没有年轻人好，能在网
上、手机上完成的，尽量不出去。”
听到夸赞，许佩玉还有点不太好意
思，“邻里邻居的，举手之劳的事，
不算啥。”

去年 10 月，许佩玉花 4000 多

元买了一套投影设备，下了上百部
电影。从那时开始，他几乎每天
都要给大家播放电影或者新闻。

“人年龄大了，娱乐少，闲聊着也
没劲，所以想给大家放电影看，增
添一些乐趣。”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晚间
影院”暂停播放，不过大家都在期待
重新放映。

自己庭院自己建 休闲娱乐笑开颜

5 月 18 日，在市城
乡一体化示范区平顶山
伟太纺织品有限公司车
间外，来自我市周边县
区的制帽女工们刚下
班，露出阳光灿烂的笑
容。

本报记者 张鹏 摄

5月17日，在市区湛河公园提档升级改造现场，来自郏县
李口镇张南村的农民工张天路在垒砌人行步道。

本报记者 李英平 摄

5月18日，在市区润泽园神马大酒店，来自周口市扶
沟县韭园镇洛岗村的农民工王慧在摆放餐具迎接食客的
到来。 本报记者 李英平 摄

5月19日，在市区鸿泰兴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售后
服务部，贾亚磊为顾客修理汽车。

本报记者 彭程 摄

昨天上午，院里花开正艳，居民正在赏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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