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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李霞

本报讯 八旬老人独自乘
车外出时迷路，被热心人带到
卫东区五一路街道河西社区寻
求帮助，随后社区工作人员通
过街道设立的“近邻五一党
建+智慧网格综合服务平台”
微信公众号，仅用20多分钟便
与老人家属取得联系。3月22
日，老人的女儿段桂香满怀感

激地向本报反映了此事。
“现在想想还有点后怕，当

天母亲没有带手机，她年龄大
了，说不清楚具体家庭住址和
我们的电话，幸亏遇到热心居
民，感谢河西社区工作人员的
帮助……”段女士说，她母亲今
年81岁，家住市区新程街小学附
近。3月21日上午9点多，母亲独
自一人外出，准备乘坐公交车返
家时，因记错下车地点，误在市

区矿工路中段康馨花园小区附
近下车，走着走着便迷了路……
当天上午11点多，当她与家人发
现母亲不见后，便焦急寻找，后
来接到了河西社区工作人员的
电话。她与弟弟立即赶到河西
社区，将母亲领回了家。

当天下午，记者与河西社
区党委书记杨振远取得联系。
据他介绍，该社区办公楼位于
康馨花园小区内，21日上午10

点多，一位热心居民搀扶着段
女士的母亲来到社区，说老人
找不到家了，希望社区能帮
忙。他与几名值班的工作人员
先是跟老人沟通，试图了解更
多情况，但老人思维不是很清
晰，只记得家附近有个长栅
栏。为帮助老人尽快找到家，
杨振远与社区工作人员李鹏
冲、李亚楠陪着老人，开车到新
华路、矿工路、平安大道沿线寻

找，还安排专人第一时间将老
人走失的消息发到社区微信群
及五一路街道所设的“近邻五
一党建+智慧网格综合服务平
台”微信公众号上。20多分钟
后，一位辖区居民在微信公众
号上看到老人走失的消息后
与社区取得联系，说认识老人
的儿子。随后，社区通过他提
供的线索，顺利与老人的家属
取得联系。

“智慧网格”跑出服务“加速度”

八旬迷路老人顺利找到了家人

□记者 高红侠

本报讯 3月 22日早上，
新华区光明路街道王庄摊点
群的商户宋国芳卸完水果
后，将拉货三轮车停放在新
建好的停车场内，充上电后
开始忙起生意。

这个停车场位于王庄摊
点群东侧，有400多平方米，
以前堆放着不少建筑垃圾。
为解决商户及买菜市民停车

难，杜绝车辆乱停乱放的问
题，前段时间，经光明路街道
有关部门协调，王庄摊点群
负责人何朝会选中摊点群
东侧的一块儿地方，然后找
工人清理建筑垃圾，平整、硬
化地面，排线路。经过半个
多月的努力，一个可以免费停
车、充电的停车场基本完工。

记者在现场看到，停车
场内用白线划出停车位，20
多辆电动车及三轮车有序停

放其中；墙壁上安装有充电
插座，插座上方有防水罩，有
几辆三轮车正在充电。

“自从有了这个免费停
车场，我们再也不用担心三
轮车、电动车没地方充电、停
放了。”商户宋国芳和王改
说，以前他们上完货后，将三
轮车或电动车随意停放在摊
点群南门附近的人行道上，
遇到车子多时根本没地方
停；有时回家忘给三轮车充

电，半路上只能推着走。
“建停车场不仅减少了

车辆乱停乱放现象，也为大
家提供了便利。下一步，我
们还会在停车场内建公共卫
生间、安装监控。”何朝会说，
为助力创文工作，他们还在
摊点群南门出入口附近设了
两个免费茶水站、便民休息
区，24小时免费为大家供应
热水，市民或商户可随时来
饮水、歇脚等。

王庄摊点群建起免费停车场
电动车、三轮车乱停乱放的少了

□记者 李霞

本报讯“路修好了，下
大雨也不用怕了！”3月21日
上午，在湛河区荆山街道景
庄村北头，望着刚修好不久
的杨景路，村民贾克伟开心
地说。

杨景路是景庄村北头进
出的主要道路，长约 2500
米、宽约6米，新修的柏油路
面看上去干净平坦。

“俺村大部分村民以种
菜卖菜为生，这条路是村民
出村到市区卖菜或打零工的
主要道路……”贾克伟说，这
条路虽然是一条水泥路，可
由于年久失修，路边缺少排
水设施，路面坑洼不平，每
逢下大雨时，路面总是被
积水淤泥淹没，村民的卖
菜三轮车陷进泥里或者侧
翻 在 路 上 的 情 况 时 有 发
生。

“过去这条路赖得很，一
下雨到处积水，即使开车经
过，心里也没底……现在路
一修好，每次去村上办事，心
里也顺畅了。”荆山街道办事
处工作人员翟进杰说，当时
修路时，由于拓宽路面需要
拆迁部分村民房子，办事处
工作人员和村“两委”干部积
极做工作，得到了广大村民
的理解和支持。

据景庄村党支部书记景

德有介绍，他们村有 670 户
2240余人，为解决村民的出
行烦恼，自去年 4 月起，村

“两委”与荆山街道办事处、
湛河区交通运输局等部门联
合，对杨景路进行整修，将原
来宽仅 4米的路面扩展到 6
米，新铺了柏油路面，路边铺
设了下水排污管道。目前，
该整修工程已基本完工。随
后，路边还将铺设道牙并栽
种花草。

湛河区景庄村：

昔日主路大变样 村民出行不再难

□本报记者 刘蓓

“文明用餐，节俭养德”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
“文明就餐，从你我做起”……
近两年，随着我市创建全国文
明城市工作不断推进，这样的
文明标语在我市各餐饮场所随
处可见。在餐馆吃饭，不仅中
老年人会打包剩菜，喊“老板打
包”也成了年轻人的饭后习惯。

“咱饭店的菜份儿大，两
个人就餐，一荤一素就够吃，
如果不够还能再加。”3月21日
中午，在市区东风路一家饭
店，看到客人点餐犹豫不决，
服务员小李提醒道。“现在，越来
越多的年轻人用餐时，会自觉适
量点餐，有剩菜会主动要求打
包。”服务员小李告诉记者。

“老板，麻烦拿个袋子，把
红烧肉打包。”3 月 22 日 12 点
40分，在市区凌云路一家湘菜
馆，市民小张和家人就餐完
毕，招呼店老板将剩下的几块
儿红烧肉进行打包后结账离
开。“我们今天4个大人1个宝
宝就餐，本来点了4个菜，开始
吃的时候觉得不太够，加了一
道红烧肉，没想到吃不完，就
打包回家，晚上可以热一下再
吃。”小张说，无论在家用餐还
是外出就餐，杜绝浪费的文明
用餐理念都不能丢在脑后。

“我们这里有半份儿菜，
还有团购套餐，两个人吃正合
适。”3月22日中午，在市区开
源路一家火锅连锁店内，服务
员晶晶向顾客刘女士推荐菜
品。刘女士点完餐后，晶晶核
对菜品和数量，发现点菜太多
后，随即给出“一次不要点太
多、不够再加”的建议。吃完
饭后，发现还剩半份儿青菜，
刘女士让服务员为她打包。

今年 26 岁的刘女士在市
区中兴路一商场上班。她说：

“以前见中老年人就餐爱打
包，感觉拎着被人看到会有些
尴尬。”现在饭店都有“节约粮
食、反对浪费”等文明就餐标
语，服务员也会主动提醒顾客
打包，她渐渐养成了打包习
惯。

喊“老板打包”成
年轻人饭后习惯

3月22日，新华区
焦店镇郏山阳村旁的
油菜花田间，黄牛造型
的雕塑烘托出诗意田
园风，吸引人们驻足拍
照。为提升乡村人居
环境，近期一批特色雕
塑落户该村，扮靓了乡
村容貌。

本报记者 张鹏 摄

田园雕塑
扮靓乡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