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年6月21日 星期五
编辑：李怡青 美编：高磊 校对：姜军 V07巩义 报 关注时

紫荆路街道政通路社区

为老服务：想出好点子 干出好样子

每个人都曾豪言壮语过：“爸爸、妈妈，等我长大了，我会好好
孝敬你们的。”但等到真正长大的时候，却总有忙不完的事。父母
要什么?虽然每个人的情况不同，可是有一点相同，就是希望儿女
的陪伴，去晒晒太阳、去看看花、听听戏、跳跳舞、聊聊天，用充实
的生活缓解他们对于老去的恐惧，他们就很高兴了。但是，这看
似简单的愿望，又有多少父母享受到了呢？

巩义市紫荆路街道政通路社区是巩义市最大的一个社区，管
辖有42栋居民楼，居民两万多人。社区作为老年人的集聚地，也
是他们主要的活动场所和生活空间，面对老人对社区服务需求的
逐渐增加，对社区的依附性越来越强的现状，社区书记李琛璟告
诉记者：“对于民生工作来说，群众的获得感源自一件件具体的好
事、实事，源自为老服务‘最后一公里’的畅通无阻。如果在为民
服务过程中流于表面，或只说不做，再好的政策最后也是瞎子戴
眼镜——多余的框框。”巩义时报 吴瑞霞 郝梦媛 文/图

如今，文艺队真正能上台演出的
已经有 30多人，队长康坤花说：“社
区就像是我们的家。我们文艺队的口
号就是，社区为‘老’，‘老’为社区，我们
也要为‘摘星夺旗创三宜’活动助力。”

问及以前的政通路社区是什么
样子，这支文艺队的主持人李梅说，
有一次，在外地工作的哥回来探亲
时在小区转了一圈，不停地埋怨，咋

选了这么个环境差的社区居住呀。
某个医院有个副院长，就是因为社
区的脏乱差长时间得不到治理，卖
了小区的房搬到了别处。

离开时，社区“不老美人”们说：
“是社区的为老服务让我们有了幸
福感，我们也要为社区发挥余热，为
‘摘星夺旗创三宜’做些力所能及的
工作，红旗社区我们争定了。”

社区为“老”，“老”为社区记者行走在干净整洁、绿树葱
茏、百花竞放的政通路社区，突然被
字正腔圆的传统豫剧唱段所吸引，
循声而去，看到了“老年人日间照料
中心”的牌子，推门而入，几个老太
太正陶醉在传统曲目中。

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设在一栋
居民楼的底层，乍一见，地方不大，
没想到却暗含机关。悄悄经过那
些正在聚精会神练唱的老太太身
旁，被她们身上散发出来的那种对
戏曲的热爱所感染，不由地在心中
哼唱起艺术大师常香玉的经典曲
目《花木兰》中的唱段“谁说女子不
如男”来。

顺着内设楼梯下去，棋牌室、台
球室、餐厅、休息室等功能齐全，可
谓是别有洞天，在这里，为老服务成
了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社区书
记李琛璟说：“这里的居民来自社会
的各个层面，文化素质有高有低，同
一栋楼居住着却互不相识，尤其是
那些来自农村的拆迁户，对儿女也
诸多抱怨，有人说，老了老了，成了
被关在笼子里的鸟，成了被关在监

狱里的犯人。老人和儿女间的矛盾
越来越突出，还有许多因为家庭琐
事来社区闹的，清官难断家务事，无
形中给社区工作人员也增加了压
力。老人日间照料中心的成立，让
这些问题迎刃而解，老年人有了地
方去，年轻人解决了后顾之忧，可以
安心工作，事实证明，家庭和谐是营
造和谐社区的基础。”

趁着老太太们休息的间隙，我
们闲聊了起来。一个说：“俺是农村
的拆迁户，家里的房子因为修路被
拆了，搬到城里，不认识人，出去转
悠总迷路，和孩子们吵过闹过，现在
好了，孩子们上班，俺有地儿玩儿，有
地儿吃，有地儿休息，各忙各的，挺好
的。”有人接话：“社区为我们老年人
办了一件大好事，俺原来在乡下住着
时的那种感觉又回来了，在这儿，大
家就像是一家人。”另一个老太太说：
“我一直在城里住，2019年春节时候
才搬到这儿的新房。在别处住着，是
邻居对面不相识，老死不相往来。
在这儿，我们是亲姊妹，互相照应，
一起唱唱跳跳，可开心了。”

居民的声音：
日间照料中心是以慰乡愁的地方

政通路社区有一支特殊的“文
艺志愿者服务队”，说她们特殊，是
因为，她们的平均年龄已经 60岁以
上，其中，最小的 50多岁，70多岁的
有好几个。

62岁的“文艺志愿者服务队”大
队长康坤花说，是社区的为老服务让
大家老有所教、老有所学、老有所乐，
有能力自尊地、独立地生活，还能为
儿女减轻负担，使他们安心工作。

据介绍，这支文艺队的固定节
目有十几个，这些节目全是自编自
导自演。导演王新英，今年68岁，看
着比实际年龄要小，问及她的创作
灵感，她说，来源于生活，那些亲身
经历的、发生在身边的好人好事，都
成了创作的源泉。

编排出的节目因为接地气，越
来越受到欢迎，不仅丰富了社区居
民的业余生活，还多次受邀走进中
医院、阳光医养院、瑞康医院等地演
出，受到了老年人的欢迎。康坤华
说：“有次演出结束，有老人拉着手
不舍得松，说演的太好了，希望过段
时间再去。”

文艺队的压轴节目——小品《亲
姐傻弟》，说的是一个傻孩子，爹死
了，娘嫁了，生活极度艰难，一个共产
党员数十年如一日细心照顾傻弟的
真实故事。小品《孤寡老人来约会》
让观众耳目一新的同时，对这支特殊
的文艺队生出了许多敬意。艺术队
不仅让人们经受了一次次精神的洗
礼，也让文明、文化的传播有了载体。

从最初的一个人、两个人再到
如今的百余人，设备上从原来的一
清二白，到现在的音响、锣鼓、电子
琴等，她们一次次自筹资金，一次次
坚持，可谓是苦辣酸甜都尝遍。

负责教舞蹈的尚丽娜老师，是
记者后来才见到的，她一身蓝色运
动装，英姿飒爽地站在滨河路的小
花园里，她的身后是一群手拿红折
扇的“不老美人”，看着她们脸上的
汗水，心中的柔在那个燥热的午后
被深深触动。她们的舞姿说不上很
优美，甚至还略显生硬……一路走
过，歌一曲、舞一曲，她们对社区的
爱就在那些点点滴滴里体现。

尚丽娜作为社会体育教导员，
给人的印象是知性优雅，举手投足
间散发出一种韵致，如夏日巩义的
街景，让人久久不愿收回目光。她
是在一个偶然的机会发现社区的老
太太们喜欢跳舞的，她们的舞蹈基
础虽然差，但是对于舞蹈的痴迷深
深感染了她，就决定独创一种适合
老年人跳的舞蹈。队员们这时候围
了过来，七嘴八舌地说：“好好写写
我们的舞蹈老师吧，她平时很忙，还
有自己的舞蹈队要带，还要参加演
出，为了我们她牺牲了许多休息时
间，付出了很多心血。”“尚老师真是
个好老师，认真细致，百教不厌。”尚
丽娜的脸有些红，在阳光下越发美
丽，她说：“和她们在一起，我常常有
一种成就感，再说句不恰当的话，也
常常母爱泛滥，总想为她们多做点
什么。文艺队出去代表的是社区的
形象，在教学上，我的要求很高，她
们也都能理解。”大家异口同声地
说：“尚老师放心，我们一定好好练，
不给社区和老师丢脸。”为了不耽误
她们排练，记者依依不舍地离开了
那个小花园，回头时，她们手中的折
扇舞出了一道道红影，在绿树的掩
映下，美轮美奂。树荫下的小道上，
三三两两的人正往那边走。

为老服务，让更多的老年人安享晚年

河南省民政厅厅长鲍常勇到巩义市紫荆路街道政通路社区调研指导民政
工作开展情况。巩义市市长袁聚平、紫荆路街道党工委书记韩润峰陪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