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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

网格网事

本报讯（记者 李涛 网格通
讯员 孙洁 文/摄）小区的电动自
行车多，但车棚的充电端口少。经
过社区协调，半个月内，院里连续建
起 3处车棚，并分别配建了充电桩，
为居民解决了大问题。

光华街 59 号院是个新小区，
原先只有一处电动自行车充电站，
充电插口仅 36 个，远不够用。很
多居民只好多走一段路，去隔壁小
区的车棚充电。网格员入户走访
后，征集了居民的建议，包括充电
桩需求的数量，以及新充电桩的位
置等。

随后，光华街社区召集居民代
表、施工人员和物业负责人，一起商

议，敲定设计和施工方案。截至 3
月 25日，小区的新车棚相继建好，
且都装有充电桩，插口达到 168个，
基本可以满足居民的充电需求。

投用几天，居民已察觉到不少
新变化。杜大爷住在一层，原先总
能在楼道里看到随意停放的电动
自行车，不仅影响通行，还存在严
重的安全隐患。如今，大家都挺自
觉，回来后直接停车入棚，楼道通
畅了。此前，有人为了抢充电插
口，与邻居闹得不愉快。现在插口
多了，啥时候来都有空位，再没人
因此红过脸。常能见到的是居民
互相请教咋扫码充电，邻里之间更
和睦。

电动车充电难 社区连续增“桩”

图为车辆有序停放在新车棚里。

本报讯（记者 韩睿 通讯员
田慧芳）最近，体育西路 20号院居民范
大嫂在小区里火了。当她在院落里打
扫卫生时，总有居民一路跟拍并发到
网格群点赞和感谢。大家表示：她已
经这样默默为小区服务了 3年，我们也
要一起加入维护小区环境的队伍。

范大嫂今年 61 岁，本名其实叫吴
月清，因为人们最开始认识她的爱人
范保平，于是都称她范大嫂，以至于很
多人都不知道她的本名。3年前，范大
嫂退了休，有了更多闲暇时间，就开始
在小区里忙碌起来，每天必做的事情
是把小区长廊擦抹得干干净净，每个
角落都不放过，然后把小区卫生清扫
一遍，风雨无阻每天坚持，每到夏天，

她还要悉心照料小区绿化带里的花
朵，给浇水施肥，每年冬天尤其是雨雪
天，她就和老伴一起铲除冰雪，给居民
开辟一条坦途……

小区居民们渐渐都认识了她，“这
位就是我们小区有热情、有爱心的范
大嫂！她坚持做好事 3年了，真的很不
容易，让大家伙儿都看看我们的好邻
居……”4 月 1 日上午，范大嫂又在仔
细擦抹长廊座椅和桌子时，邻居柴师
傅见状，拿起手机一边拍摄一边介绍，
随后将短视频发到网格群，引起辖区
南内环街四社区干部、网格员和广大
居民点赞。更多人表示，今后要和范
大嫂一样，用实际行动共同营造小区
的美好环境。

本报讯（记者 韩睿 网格通讯
员 师振泽）居民郭师傅把自家的大
鞋柜摆在楼道里，不但占地而且异味
很大，引起邻居张女士不满，两人发生
纠纷。矿机社区网格员智敏丽接连协
调，4月 1日，鞋柜被搬走，两家承诺都
不在楼道里堆东西。

上周，享堂北街 1号矿机宿舍居民
张女士因郭师傅在楼道摆放鞋柜到社
区投诉，网格员智敏丽赶到现场走访
调查。二人争执的原因是，前不久郭
师傅将自家的大鞋柜摆在了本就不宽
敞的楼道里，里面不但放着有异味的

鞋，还有诸多杂物，妨碍通行影响环
境，张女士十分恼火，两人吵了起来。
郭师傅表示，以前张女士也常往楼道
里堆积杂物，自己也没说啥，并且对方
搬走许久了，该楼层一直以来只有自
己一户住，所以才这样做。

网格员耐心劝导双方，表示楼道
的公共空间为居民共有，并不是两家
的私产，谁家也不能随意放置废品杂
物，一是容易引起火灾，二是妨碍通
行，三是影响环境卫生，所以必须清
理，一番话赢得了双方认可，随后郭师
傅找人搬走了鞋柜。

本报讯（记者 李涛）免费听
“名医”授网课，课后答题还能领红
包。八旬老人越听越上瘾，半个月
领了 20 余元红包，却接连花掉
3000余元买“保健品”。3月 31日，
网格员闻讯介入，戳穿骗局，及时
止损。

3月中旬，家住东昇佳园小区
的范大爷经人介绍，加入了一个微
信群。群里，每天有人发听课码，
输入后可进直播间听课。授课的
是一位“名医”，讲中医养生。听课
不要钱，课后会出题，答对了能领
红包。老人试听了几次，还真领到
了红包，顿时来了兴趣，每天准时
去听，还记了笔记。

平时老人独居，儿子在外地并
不知情。月底回来一趟，发现家里
摆放了很多“保健品”。询问得知，
老人眼睛不适，“名医”说是气血两
亏，坚持服用有效。可细看，这些
快递来的“保健品”，都没有标注生

产厂家、生产日期等信息。老人也
承认，买了 10多盒，总计花了数千
元。吃过 1 盒，拉了好几天肚子，
剩下的没敢再吃。儿子感觉不对
劲，提醒老人别再买。老人却认
为，孩子不舍得花钱。

无奈，儿子将此事告知东社社
区网格员潘晓艳，希望其帮忙劝
说。网格员了解经过，并咨询辖区
民警后，断定遇到了“保健品骗
局”。听课给红包，是“引流”手段，
目的是高价兜售所谓的“保健品”。
在网格员耐心开导下，老人逐渐想
通，也知道误会了儿子的好意。

当即，网格员帮老人退了群，
并安装“国家反诈中心”App。儿
子说，会尽快陪老人去正规医院看
眼疾，平时也会尽量多回来陪伴。

本报讯（记者 韩睿 网格通
讯员 凌鲜丽）署名冯女士的居民
在建群发红包，还不停拉人进群，
然而此时，当事人冯女士竟不知
情。被拉进群后，杜家村网格员武
琪果断采取措施，戳穿不法分子的
诈骗伎俩。

4 月 1 日上午，网格员武琪突
然发现自己被辖区居民冯女士拉
进一个对方新建的企业群，群内有
人说这个群就是一个红包群，每个
人能抢到 50 元红包，然后有人发
一个群二维码邀请群友进另一个
群继续抢红包……武琪立即想起，
民警来社区宣传反诈时，曾经讲过
这种电诈案例，而且以她对冯女士
的了解，对方也不像是做这种事的
人。于是，武琪立即致电冯女士询
问，冯女士大吃一惊，说自己毫不

知情，她的微信一直在单位电脑上
登录着，不知是什么情况。

意识到这是骗子的手段，武琪
赶紧采取措施，一面通知冯女士在
群里告知朋友们退群，自己则在群
内接连发消息，首先表明自己身
份，然后告知大家这种行为属于电
诈，并表示自己已经报警，如有人
按照骗子要求继续操作，一切后果
自负。消息发出后，几十个人纷纷
退群。

随后，武琪将此事告知辖区派
出所民警，并发去多张截图。民警
表示，骗子以发红包为诱饵，是要
一步步引诱受害群众进行投资，从
而实施行骗。对方利用“黑科技”
套用居民的企业微信行骗，有隐蔽
性不易察觉，所以大家需要格外警
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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