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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原好人”侯小转

柔肩撑起大家庭 真情浇开幸福花
晋源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白衣天使”侯小转，几十年

如一日照顾家人，用实际行动诠释着孝心、爱心的真谛，用
一言一行践行着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近来，她因孝老爱
亲上榜“太原好人”。

柔弱肩膀挑重担

侯 小 转 出 生 在 小 店 区 一 个 贫 困 家 庭 ，父 母 都 是 残
疾人。

“父亲没有听力，母亲没有视力，我们的生活过得相当
紧巴。”侯小转表示。生活的困苦磨炼了侯小转的意志，幼
年时期的她暗暗告诉自己，一定要发奋读书，靠知识改变
命运，用双手改变生活，让爷爷、奶奶、爸爸、妈妈和妹妹过
上好日子。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为减轻家里的经济困难，侯小转
白天在学校认真学习，下学后则帮助爸爸打理农活。她还
会出门捡拾一些纸片、塑料瓶卖钱，用以改善家里的生活。

对别人异样的眼神，侯小转视而不见，她选择用柔弱
双肩挑重担，帮父母分担压力。

直面困难不言苦

上世纪 90年代，侯小转从太原卫校毕业，进入晋源区晋
源中心医院工作。其间，她秉承着“做人先立德”的人生信条
待人接物，在同行和患者中赢得了良好口碑。然而，大家不
知道的是，在勤于工作的背后，侯小转经历着怎样的生活。

当时，由于多年缺乏营养，体弱的母亲患上了慢性肾
盂肾炎。为照顾母亲，侯小转端屎端尿，彻夜不眠。即便
如此，母亲的生命依然很快走到了尽头。

母亲离去，让侯小转无限悲痛，可看着幼小的妹妹，她
不敢太多表露，便又投入到生活中。买菜、做饭、照顾父
亲、辅导妹妹作业，侯小转担负起了养家的重任。

2000 年后，伴随着新农村的改造，侯小转家的日子有
所好转。2006 年夏天，84 岁的爷爷骑自行车不慎摔倒，大
腿骨折。面对突如其来的情况，侯小转一刻不敢耽搁，赶
忙联系大夫拍片、牵引、复位，并承担起给老人按摩的任
务。在她的精心照顾下，半年后，爷爷终于重新站了起
来。那一刻，她心里升腾起一种说不出的喜悦之情。

美好的生活总是短暂，2015 年，侯小转的父亲因心梗
离世。2017年，106岁的奶奶也在她的照顾下安然离世。

照顾公婆二十载

2001 年秋天，侯小转的公公被确诊为肺癌，侯小转一
边找医院联系大夫，一边反复琢磨治疗方案。侯小转只能
先把 8个月大的孩子交给她的妹妹照顾。

这些年，婆婆身体时好时坏，也做了两次手术，为此，
侯小转跑前跑后，花钱出力。婆家遇上大事小情，她和爱
人也积极张罗，从不敷衍。

得知自己荣获“太原好人”称号后，侯小转说：“百善
孝为先。这么多年来，我们家很不容易，现在我身边就
剩 下 婆 婆 一 位 老 人 了 ，我 要 加 倍 孝 顺 她 ，让 她 安 度 晚
年。我也要把这种孝心传承给孩子，让尊老、敬老、爱老、
助老的传统美德
成 为 家 风 ，代 代
相传下去。”

记者 张 慧

志愿者为小朋友进行面部彩绘。

本报讯 每人仅需 299 元，可去新疆游玩 8

天 7晚。如此低的价格显然不合理，背后暗藏“猫
腻”。8月 22日，家住西兴苑小区的王大娘被网上
的老年低价游广告吸引，欲报名，被网格员及时劝
阻，避免了损失。

61岁的王大娘退休后，想去外地走一走。当
天，她拿手机上网，刷到一条广告，内容是“跌破
底价的优质旅行团”。老人当即联系客服。对方
表示，价格低是因为老年人可享受政府专项补
贴。机会难得，一旦成团就不再收人。

老人准备交钱，儿子听后坚决反对，说这样
的价格太不合理。为此，儿子还咨询了正规旅
行社，同样的行程安排至少需要 5000 元。老人
执拗，非要报名。无奈，家人联系了晋机西社区
网格员范鑫瑞，希望她出面劝阻。

范鑫瑞上网找了很多案例告诉老人，这种
低价游，实则是“购物游”。范鑫瑞还举例，与王
大娘同小区的一位居民，此前就上过当，报了低
价旅游团，一天连逛好几个楼盘，全程几乎都在
车上，回来后还经常接到楼盘推销电话。

王大娘听后终于醒悟，庆幸没有交费。范
鑫瑞叮嘱老人，跟团出游一定要找正规、有资质
的旅行社。自己也要提高辨别能力，了解相关
诈骗手段，增强防范风险意识。 （李 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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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实践所“搭台”、实践站“摆摊”、市民“赶
集’……8月 23日，文庙街道新时代文明实践所在双塔寺二
社区小花园举办“文明集市”，将辖区 13个新时代文明实践
站资源整合起来，推动志愿服务项目深入基层、服务居民。

集 市 上 的 每 个 摊 位 都 经 过 了 精 心 布 置 ，充 满 了 创
意。集市共设置了民生服务类、非遗展示类、政策宣传类
等 13 个摊位，志愿者们用专业知识和技能为居民提供丰
富多彩的志愿服务项目。

“最美证件照”摊位前，志愿者郭师傅指导大家整理
妆容，端正坐姿。随着快门的按动，一张张充满自信朝气
的脸庞在微笑中定格，留下最美的瞬间。

最吸引小朋友目光的当属“面部彩绘”摊位。专业彩
绘师根据小朋友们的喜好，耐心调色、润色，手中的画笔
轻轻点上几笔，五颜六色的“小蝴蝶”“小兔子”“蝙蝠侠”
便出现在小朋友的脸上。

“老兵按摩”摊位前排起了长龙，推拿师傅耐心询问居民
的身体情况，通过推、拿、提、捏、揉等手法，按摩经络穴位。同
时，志愿者还现场为居民示范讲解简单易学的按摩方法。

“非遗手工坊”摊位上，丝带绣非遗传承人用巧手编
织出各式各样的美丽图案，面对面给居民传授丝带绣传

统技艺。大家互相交流学习、亲身体验，零距离感受传统
文化的魅力，体验手工创作的乐趣。

除此之外，集市另一旁还设置了多样化的“移动课
堂”，道德宣传、反诈宣传、心理咨询、环保宣传、禁毒宣传
同样吸引了不少居民前来了解。

文庙街道新时代文明实践所负责人郑海英表示，举
办这次“文明集市”，就是要将传统的“赶集”与“文明新
风”相结合，将有温度的文化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

（王 勇、李晓翠 文/摄）

赶“文明集市” 沐“文明新风”

本报讯 日前，古交市马兰滩社区“共享自习室”内
座无虚席，社区“关爱未成年帮帮团”的志愿者正开展作
业辅导活动，用专业知识与经验助力青少年成长。

为给社区内的青少年及备考人士营造一个静谧、宜
人的学习环境，马兰滩社区特别开放了未成年活动室和
爱心驿站，并打造成为社区“共享自习室”。这里不仅配
备了充足的桌椅，还设有学习资料区、打印机、热水供应
等生活便利设施，满足大家的学习需求。

同 时 ，社 区 还 招 募 志 愿 者 组 成“ 关 爱 未 成 年 帮 帮
团”，在“共享自习室”内为孩子们提供作业辅导，帮助他
们解决学习难题，激发学习兴趣。

居民康女士对此赞不绝口：“这样的自习室真是太
贴心了，既解决了孩子们的学习场地问题，又大大减轻
了我们的家庭负担。” （刘志刚、刘凯丽）

“共享自习室”
服务社区居民

本报讯 8 月 24 日，阳曲县大盂镇北家庄村“两委”
拎着熟悉的小马扎，再次走进村民院落，和他们拉家常，
谈发展。连日来，大盂镇组织开展“‘坐炕沿’上听诉求，

“唠家常”中促和谐”行动，深入了解群众实际需求，广泛
听取群众意见、建议，进一步贴近群众、倾听心声、为民
解忧，打通“民声”的“最后一米”，以“唠家常”推动基层

“大治理”。
和北家庄村党支部书记刘茂林聊了会，村民金大爷

说：“村干部现在定时来家里坐坐，我们都不用出门，生
活中遇到的问题，随时问随时得到回应，大家的生活越
来越方便，村里也越变越好。”

通过走访入户唠家常，大盂镇各村精准对接群众需
求、回应群众关切，将“温暖”送到群众身边。针对北家
庄老人就餐难问题，该村积极链接外部资源，引入马小
马社会公益救助协会，成立老年公益食堂，监护人自发
组建成送餐团队，用小餐厅点亮大民生；针对李家沟村
饮用水质量不高，老年人较多，该村协调安装净水机，为
村民送去“放心水”。不少村还建起了澡堂，为 70 岁以
上的老人和其陪护人送上澡票，让老人洗上“暖心澡”。

（李杰华、尹 欣）

农家院里唠家常
小马扎上心连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