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床被褥

18303412315

维权热线新闻热线

0351-8222318热线 新闻 2023.3.15 星期三 版05
责编 晚霞 王英 冯建 实习编辑孙少杰 联系电话：8222121

一个“女儿”

一阵“咚咚”的
敲门声，西华苑三期
的贺大娘开门一看，
御德苑社区的网格
员管珠珠笑呵呵地
站在门口。

管珠珠和这名
孤寡老人，是一老一
少的“忘年交”，常坐
在一起“话家常”。

作为一名网格
员，管珠珠交到了很
多“老朋友”，也总结
出了一套为老服务
的窍门。她说：“对
待老人，一定要有耐
心。他们听不懂
的，要一遍一遍
地说；他们不理
解的，要一遍一

遍地做；实在不行，
就敲开门，到家里常
看看。”

她觉得，在为老
人送上关爱的同时，
自己也被老人记在了
心里，那感觉真好。

“调皮”的刘大
娘、“古板”的赵大
爷……工作才一年，
她与老人之间，已发
生了很多暖心故事，
把它们串起来珍藏，
时常想起，如获至宝。
记者 李涛 文/摄

社区暖心故事一串串
上午 9时，迎泽北社区的网格员武靖玮

敲响了 87岁独居老人王大爷的家门。他特
意过来陪老人聊天，一时间，屋内充满了欢
乐的笑声。连日来，记者采访发现，老年人
是各个社区的重点服务群体，日子过了一
天又一天，年轻网格员与独居、空巢、高龄
老人之间的暖心故事一件接着一件。细细
品味，每一个为老服务的故事都有滋有味，
充满了温情。

午后，阳光正好。
天玺公馆小区里，居民
秦奶奶坐在小广场上
晒太阳。一看到晋祠
路社区的网格员李艳
萍，脸上就笑开了花。

“你不要太忙碌
了，赶紧坐下来休息一
会吧！”老人一把拉住
李艳萍的手说。在老
人心里，这个网格员就
像自己的女儿。

“孩子，我有点不
舒服。”前不久，网格员
李艳萍下班刚回家，突
然接到秦奶奶的电话，
她 立 即 赶 往 老 人 家
里。开门后，老人一直
用手捂着肚子，脸色刷

白，说有点眩晕。她不
敢耽搁，马上把老人送
到医院。

来到医院，李艳萍
又是挂号，又是买药，一
直忙个不停。经过诊
断，原来是老人中午吃
了前一晚没有热透的剩
菜，导致了肠胃不适。

回到家，给秦奶奶
吃了药，看她气色有所
好转才放心离开。接
连几天，李艳萍成了老
人家里的“常客”，倒
水、做饭、做家务，让老
人安心养病。

看着守在身边的
网格员，老人激动地说：

“多亏了你，好闺女！”

十二院城社区的网格员张敬
利，经常会去看望 85 岁的高龄老
人张大爷。老人脑梗瘫痪在床，
虽有儿子、儿媳同住，但他们也都
60 多岁了。每次入户，网格员要
么帮忙买药，要么代买生活用品，
总想着帮这家人做点啥。

这一天，她又去看望老人，正赶
上一家人在忙碌。原来，张大爷把
床弄湿了，儿子正弯腰拽着湿漉漉

的褥子。见状，网格员张敬利赶忙
上前搭把手，两人合力抬起老人，
替换了干净褥子，垫上了隔尿垫。

随后，她收拾了家中的垃圾，
把换下来的湿褥子拿到外面，搭
到衣架上晾晒。看着忙前忙后的
网格员，老人的儿子感动地说：

“小张，给你添麻烦了！”她安慰老
人：“一切都会好起来的，有啥需
要尽管说，我随叫随到。”

“谢谢！为我家
的事忙前忙后，我太
过意不去了。”看着
瘫痪在床的老伴和
上门探望的网格员，
白大爷哽咽地说。

老人一家人靠
低保金维持生活，但
医药费、住院费让本
就困难的家庭雪上
加霜，无奈之下，白
大爷向风声河村村
委会寻求帮助。

网格员白莎莎

立即入户，一边帮助
老奶奶按摩，一边询
问家里的信息。回
到村委会，她把情况
如实上报。村委会
与西铭街道沟通后，
为这户家庭申请到
失能老人救助补贴。

白莎莎第一时
间把好消息告诉了
白大爷，并帮助他将
所需要的资料整理
后上报，老人的脸上
终于露出了笑容。

图为风声河村的网格员入户探望瘫痪在床的老人。

“这是最珍贵的
‘礼物’！”理工大西区
的居民刘大娘激动地
说。礼物，是 93 岁母
亲期盼已久的退役军
人优待证。

母亲姓党，党奶
奶身体非常虚弱，每
天卧床在家。前两天，
党奶奶问女儿：“我的
优待证回来了吗？”这
个心愿，理工大社区的
网格员骆丽莎记在心

里，每天都很关注老人
的优待证是不是发下
来了。

一拿到优待证，骆
丽莎第一时间就送到
了老人的家里。

“母亲常念叨年
轻 时 参 军 的 点 点 滴
滴，说那是她一生中
最难忘的经历。”刘大
娘对网格员说：“谢谢
你，小骆，这么快就送
来了。”

一份礼物

“奶奶，开下门，您的午餐送
到了！”饭点一到，光华街社区的
网格员席婵就给西南花园小区的
潘奶奶送去了饭菜。

这名 85 岁的老人一直独居，
前几天外出摔倒了，脚踝扭伤，只
能卧床休息。席婵入户看望，发
现老人的情绪挺焦虑，地上还有
摔碎的碗碟。一问得知，老人想
自己煮点挂面，脚没好利索，一下
子没站稳险些摔倒，盘子和碗全
掉地上了。

席婵耐心安抚老人的情绪，
并当即承诺：“您别担心，这几天

的一日三餐，我包了！”此后几天
里，她主动承担起照顾老人的责
任，当起了“临时女儿”。每天饭
点一到，不管多忙，都会先把饭菜
送到老人家里。有时是去社区食
堂买，有时是自己在家里做好。

“你就把我当成女儿，有啥想
吃的，需要啥，尽管跟我说。”趁着
老人吃饭的工夫，她会帮助老人
打扫一下房间，及时了解老人的
困难需求。

在网格员的暖心照顾下，养
伤这段时间，老人不仅没有挨饿，
面色也更红润了。

一日三餐

一些感悟

一句“谢谢”

本报讯（记者 辛欣）“没关系，
我来帮你写，你摁手印确认就行！”3
月 13 日，一名残疾居民来到尖草坪
派出所办理无违法犯罪记录证明，户
籍民警见其不方便写字，主动代笔并
压低声音“轻声”服务，很快办妥了业
务。

当天上午，一名中年男子走进尖
草坪派出所户政大厅，说其户籍地在
万柏林区，但居住地在附近，询问民警

能否办理无违法犯罪记录证明。正赶
上这项业务不久前实现了跨省通办，
户籍民警徐晶告诉他，只需持身份证
填一份表格即可当场办理。

“那太方便了，我就不用来回跑
了。”中年男子说着，把身份证递给
民警准备办理。这时，民警才注意
到，他的右衣袖空荡荡的，是一名肢
残人士。当时，户籍大厅有不少群
众正在等待办理业务，民警特意压

低声音，询问中年男子是否方便写
字。“不太会写……”看出男子面露难
色，民警安慰他不用担心，随即代笔帮
他填好表格，示意他确认无误后摁手
印代替签名。随后，民警通过户籍系
统核实情况，很快为他打印出所需证
明。

感受到民警在细微之处对自己的
关照，当事男子连声道谢，为民警的热
心、贴心服务点赞。

本报讯（记者 刘友旺 通讯
员 王亚楠）一名 16岁女孩因与父母
置气，偷偷溜出学校独自从晋源区跑
到了古交市。3 月 13 日凌晨，古交市
公安局联合蓝天救援队，经连夜搜寻
将女孩安全送回父母身边。

3 月 12 日晚 9 时许，古交市公安
局西曲派出所接到太原市公安局指
令：16 岁女孩小刘于当天下午 4 时
许利用家长送孩子入校的间隙，从

位于晋源区的学校出走，至今未归，
经研判查找，女孩目前在古交五小
附近。

西曲派出所迅速组织警力，在
古交五小附近走访巡查，但未获得有
效线索。为防止女孩发生意外，派出
所民警、辅警和刑侦大队民警，立即
联合家长、老师和山西蓝天救援队队
员，扩大搜寻范围。次日零时，大家
终于在古交市十三中附近找到了女

孩。
原来，小刘因学习问题与父母意

见不合，便在父母送她去学校后，从另
一侧校门出走。随后，民警分别与家
长、小刘沟通，建议家长在跟孩子交流
时要注意方式方法，孩子更不能因一
时激动做出不理智的行为。

经劝说，小刘意识到自身的错误，
并向父母道歉，表示以后会和家长好
好沟通，不会再冲动行事了。

本报讯（记者 韩睿 通讯员 勾永乐）
因大风天气影响，居民楼顶一片大铁皮被吹
起悬挂在五楼窗外，十分危险。接到居民急
电后，新华社区党委书记和网格员先后赶到
现场，合力清除隐患。

3 月 12 日大风天气，到晚上 10 时还是狂
风大作，新华社区网格员郝志红和吕洁还在
辖区巡查。此时，吕洁接到迎新北二巷居民
急电反映，巷子内 94号楼楼顶上悬挂着一片
锋利的大铁皮，在空中摇摇欲坠，随时就有掉
落的危险，希望社区赶紧处置。郝志红和吕
洁来到现场，从五楼走廊窗户可以看到，这块
沉重的铁皮正随着大风不停摇摆，锋利的棱
角不断撞击着玻璃窗，似乎要将玻璃打碎，该
层住户是母子 3 人，情况十分危险。两位网
格员立即致电社区党委书记高晶翔。高晶翔
闻讯很快赶到现场，3个人打开窗户，发现铁
皮和螺丝钉已经处于“藕断丝连”状态，应该
是能取下来。于是，大家分工合作，郝志红和
吕洁分别拉住铁板一侧，不使其掉落，高晶翔
找来工具，一点一点的扯动铁皮，该楼热心居
民也纷纷上前帮忙。20分钟后，铁皮终于被
成功扯下，从窗口拖进走廊，住户们纷纷表示
感谢。

大风中铁皮摇曳
社区干部除隐患

女孩与父母置气出走

肢残居民不便写字 民警代笔“轻声”服务

警方携手蓝天救援队连夜找人

给老人按摩、买药、做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