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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搭赛台
邻里献厨艺

本报讯（记者 唐善普 通讯
员 吴海燕）6月 25日，中原区绿
东村街道陇西社区联合国家电网
郑州供电公司在辖区举办第二届
厨艺大赛邻居节活动，吸引辖区
众多美食达人报名参加。

在此次厨艺大赛中，参赛居
民可根据平时的喜好自备食材，
现场制作美食，美食评委现场点
评。比赛开始后，参赛居民大显
身手，煎、炸、炒、凉拌……不一
会，一份份摆盘别致、色香味俱全
的家常厨艺美食便被端上桌。围
观群众纷纷拿出手机拍照，有的
还现场学艺。评委现场品尝并对
菜品进行点评。“大盘鸡的口味有
点 重 。”“ 这 道 小 菜 比 较 爽
口。”……点评结果大家心服口
服，最后评出一二三等奖。随后，
参赛的居民和群众举筷品尝，相
互品评。

厨艺大赛以食为媒，改善了
邻里关系、增进了居民感情、丰富
了人们的生活。

小小路灯
点亮居民出行路

本报讯(记者 谢鹏飞 通讯
员 杨桂兰)“路灯亮起来了，晚上
回家再也不用摸黑了。我们这心
里也亮堂了，多亏了社区，方便了
我们晚上出门散步。”前日晚，上
街区济源路街道淮北社区居民看
着亮起的路灯高兴地说。

近日，社区网格员接到新乡
路 55号院居民反映路灯有部分
损坏，出现闪烁或不亮的情况。
小区老年人居多，一到晚上黑漆
漆的，出行很不方便，也存在安全
隐患。了解到这一情况后，社区
立即安排网格员和街道巡防队员
对损坏路灯进行更换。经过维
修，路灯重新亮了起来。修好后
的路灯不仅亮化、美化了街道环
境，更便捷了居民出行。

“王大爷，先喝口热粥暖暖身子。”
2025年元旦前夜，井勇掀开桥洞下的塑
料布，把保温桶塞进 71 岁流浪老人怀
里。这位因家庭变故失联、露宿街头的
老人当晚就被井勇安置进临时救助点，
吃上了热饭，穿上了棉衣。

当发现老人符合“特困人员”认定条
件却因户籍缺失受阻时，井勇立即行
动。他与工作人员兵分两路，一组跑户

籍部门协调补办证件，一组对接民政局
开通绿色通道。一个多月里，他在民政
局、派出所、档案馆往返奔波。最终，特
困供养手续办结，他又带着老人申请
了公租房，买来老年手机手把手教老
人用微信和紧急呼叫功能。看着志愿
者搬进的崭新被褥和电饭煲，王大爷
红了眼眶：“没想到这辈子还能有个属
于自己的家。”

“暖心书记”用十余年坚守
书写“家”的故事

在二七区一马路街道陇海大院，提起
“井书记”，居民眼中满是温暖与敬意。他
是高位截瘫居民的“24小时守护者”，是脑
瘫女孩踮脚拥抱的“爸爸”，是流浪老人蜷
缩桥洞时递来热粥的人。这位被大伙视

作“比亲人还亲”的社区书记，用十
余载的时光书写了市井街巷

里最动人的“家”的
诗篇。

陇海大院的“大家长”

2008 年，井勇来到陇海大院
社区，第一次推开高位截瘫居民高
新海的家门时，潮湿的空气、凌乱
的房间、困顿的生活场景，让他内
心泛起了波澜。他顾不上寒暄，挽
起袖子擦净窗台积尘，转身钻进厨
房疏通堵塞的下水道，临走前将社
区党员准备的鸡蛋、挂面塞进高新
海手中，一句“缺啥尽管跟我说”，
开启了长达多年的守护。

此后，他带着社区“八大员”志
愿者服务队成了高家常客。王大
姐送热饭时总会多带双筷子，修自
行车的李师傅隔周来调试轮椅，而
井勇将写着自己手机号的纸条贴
在高新海床头，叮嘱道：“夜里难受
就拨这个号，我住得近。”2014年
在“感动中国”颁奖现场，高新海声
音颤抖：“俺这条命，是社区党员们
用脚底板磨出来的。”

在陇海大院，像高新海这样的
困难群众，都是井勇心头最深的
牵挂。脑瘫女孩怡君缺失父爱，
在生日会上，她吃着蛋糕仰起小
脸问：“井叔，我能叫你爸爸吗？”
井勇蹲下身，轻轻擦去她嘴角的
奶油，声音哽咽：“傻妮儿，往后每
年爸都给你插生日蜡烛。”如今女
孩梳妆台上，父女俩在社区生日
会的合照鲜艳如新，见证着这份
特殊的亲情。

高大姐犯病时，总拉着井勇袖
口喊“弟弟”。2021年从北京接回
蓬头垢面的她，井勇毫不犹豫签下
监护人委托书。为给高大姐办残
疾证，他多次开车带其往返医院做
鉴定；为帮大姐寻找失联女儿，他
翻烂了泛黄的电话簿；过年值班，
他总把第一碗饺子端给大姐，看她
慢慢吃完才放心。

李玉秀老人的表扬信里写着：“看着
井书记从俊小伙儿熬成了鬓角斑白的中
年人，他办公室的沙发比自家的还破，可
谁家下水道堵了、婆媳吵架了，第一个想
到的准是他。”高新海编的顺口溜在大院
流传：“井书记的手机24小时响，井书记的
皮鞋半年磨穿底，井书记的办公室总亮着
灯，井书记的茶缸子比俺们家的还旧。”

这些年，井勇获得过多少荣誉，群众
或许记不清，但他们清楚地记得：谁家窗
台摆过井书记送的春联，哪个老人兜里

装着他给的降压药，哪回暴雨夜是他冒
雨扛沙袋堵的下水道口。如今，54岁的
井勇已是街道社会事务办主任，服务半
径从大院小巷扩展到整个辖区。“身份变
了，可党员为群众服务的本分不能变。”
每当他走过大院，总能听见此起彼伏的
招呼声：“井叔，来家里喝碗绿豆汤！”“井书
记，俺孙子考上大学啦！”夕阳下，他鬓角的
白发与居民脸上的笑纹相映，将“共产党
员”4个字写成了最温暖的市井方言。
本报记者 刘伟平 景静

七旬老人的“安家引路人”

居民心里的“贴心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