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行行

□记者 裴蕾 潘默

本报讯 昨天上午，市委宣传部、市
文明办在绿城广场启动“弘扬雷锋精神，
做有道德的人”专项活动。市委常委、宣
传部部长王哲，市人大副主任、市总工会
主席李元法，市政协副主席王薇出席启
动仪式。

为大力弘扬雷锋精神，不断提升市民文
明素质和城市文明程度，启动仪式上，市直

文明办等 15 个单位和部门被命名为“学雷
锋团队”；全国道德模范提名奖获得者、全国
抗震救灾模范李隆向市民发出倡议，号召大
家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从小事做起，通过
雷锋精神的传承和发扬光大，推动郑州向更
高水平的文明城市迈进。

启动仪式上，王哲指出，社会在发展，
时代在进步，但雷锋精神始终是中华民族
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各县（市）区，市直
各单位一定要充分认识当前开展学雷锋

活动的重要意义，做到措施到位、责任到
位、保障到位，真正把学雷锋主题实践活
动深入开展下去，推动全市学雷锋活动常
态化。

王哲强调，弘扬雷锋精神要重点开展
好六类活动，包括：开展“学习雷锋典型事
迹，争做郑州文明市民”读书活动，对广大
干部群众和青少年学生进行雷锋精神系统
教育；开展“社区议事会”、“道德评议会”等
群众性讨论活动，校正广大干部群众人生

航向；开展雷锋示范班、示范岗、示范车、示
范店活动，树立诚信服务新榜样；开展“关
爱空巢老人、关爱农民工、关爱残疾人、关
爱留守儿童”社会志愿服务活动，不断拓展
学雷锋活动的方式内涵；开展“学习雷锋，
舍我其谁”岗位实践活动，引导广大干部群
众立足岗位实际学雷锋，因地制宜做奉献；
开展“雷锋精神代代传”歌咏比赛、影视展
播、书法美术等系列文化活动，增强学雷锋
活动的影响力、感染力。

“小王都快成我的私人医生了”
社区居民芦大娘，今年 67岁了，她一大早

就来查血糖。经检查芦大娘血糖偏高，王医生
叮嘱她，吃饭要少盐少糖。

芦大娘说：“自从社区来了医疗卫生服务
队，老年人有些小毛病再也不用去医院了。”

社区里的刘大爷，今年已有 80岁高龄，身
体不太好，出行不便。

王医生得知情况后，经常上门为他检查身
体。刘大爷说：“现在小王都快成我的私人医生
了，我的健康状况能这么稳定，多亏了她。”

王晓医生说：“让每个人保持健康是我们医
生的职责，我们只是力所能及地为居民提供最

基层的医疗服务。”

他们是志愿者服务队的一员
作为康复社区志愿者服务队的一员，毛医

生和王医生做的仅仅只是一小部分。
王晓说，她们这只志愿者服务队分成 4个

小分队，一有空会分别到孤寡老人、空巢老
人、辖区主要干道和卫生死角处开展志愿服
务活动。

在康复前街，绿化小分队的志愿者们打
扫街道、清理野广告。而家政服务小分队的
志愿者们则会到孤寡老人、空巢老人家，和
他们谈心，帮他们打扫，使老人感受到社会
的温暖。

老年公寓里的
7位老人
志愿者为他们
操办“集体生日”

□记者 裴蕾

本报讯 对于住在市老年
公寓里的 91 岁老人王秉诚来
说，昨天是个特别的日子。长
这么大他第一次过“集体生
日”，和其他 6位同为 3月份出
生的老人一起吃生日蛋糕，唱
生日快乐歌。

随着 3 月 5 日“学雷锋日”
的临近，昨天下午，市民政局
机关党员志愿服务队的 60 多
名队员来到市老年公寓，开展
志愿服务。

据了解，市老年公寓现在
居住有 180 多位老人，他们的
平均年龄在80岁左右。

为老人们梳头、剪指甲、读
书读报、聊家常，打扫卫生、整
理内务……党员志愿者们为老
人们忙个不停。

7 位老人的集体生日上，
志愿者们给老人们送上了手工
制作的百合花和生日贺卡，大
家一起吃蛋糕、吹蜡烛，每位老
人都许下了自己的美好心愿。

淮南社区里有个“雷锋班”
□记者 鲁慧 通讯员 张保华 程翔 文/图

“学习雷锋好榜样，忠于革命忠于党……”
唱歌的是一群普通的老人，他们都有一副古道
热肠，他们是淮南社区“雷锋班”的成员。

两年前，淮南社区4名志同道合的退休老
干部自发聚在一起，计划着学雷锋、做好事，在
社区的支持下，他们成立了“雷锋班”。

64岁的申志权老人说：“我们这辈人都是
听着雷锋的故事长大的，我们得要给小辈们树
个榜样，让雷锋精神代代传下去。”

这些“老雷锋”有为居民服务的“四件宝”：
用来广播防范知识的喇叭，用来清除墙上牛皮
癣的小铲子，用来捡拾纸垃圾的钳子和环保
袋，还有一双手。

每个早晚两次，及星期天的下午，4 位队
员都会准时会合，臂戴红袖章，风雨无阻地巡
逻在辖区的大街小巷。

“不图名、不图利，不怕苦、不怕累，做好事、
做实事”是“雷锋班”的服务宗旨。4位老人用行
动和热情感动着社区里的居民。

淮南社区书记刘青霞说：“学习应该是一
个日常化、常态化的工作。”为此，社区还将社
区志愿者们能提供的服务项目和联系方式公
示，并定期开展各种形式的便民服务。

盲人父子乘坐26路
有个“特别通行证”
□记者 张华 通讯员 杨玉祥

本报讯“我坐 26路”。昨天早上，紫
荆山立交桥26路公交站，一对盲人父子脖
子上挂的大牌子引人注意。

这对父子是家住顺河路的祁先生和儿
子，他们在金水立交桥边开了间按摩诊所，
固定乘坐26路公交车来回。时间一长，26
路公交车的司机们都认识了爷儿俩。

为了他们乘坐26路车更方便，司机师
傅给他们制作了一个提示板，这样他们在
等车时，司机们可以一眼就看见爷儿俩。

乘了几年的公交车，父子俩和每位司
机都非常熟悉，虽然看不到司机师傅们的
长相，但是仅凭声音就能辨别出谁是谁。

祁先生说：“声音细柔的是苏师傅，洪
亮的是杨师傅，虽然看不见，但我从心里
感谢他们！”

祁先生还要感谢那些素不相识的普通
乘客。这些年来，不管车上多挤，只要他俩
上车，总会有热心乘客给他们让座。

他相信借出去的伞都能回来
昨天郑州，终于盼到一场雨。
早上，89路通站路十里铺村站，车上急匆匆上

来一位女士。
一看她没带伞，胡德超就主动说：“我这有把

伞借给你用，只要留个电话，下次乘车时，把伞还
给任一车长就行。”

女乘客以为车长借机搭讪，连连推辞。待胡
德超一番解释，她才欣然接受帮助。

这 样 解 释 不 怕 麻 烦 吗 ？ 胡 德 超 的 回 答
令 人 意 外 ：“ 有 些 乘 客 不 愿 接 受 帮 助 ，是 因
为做这件事的车长太少，帮忙的次数多了，
自然就信任了。”

从去年开始，每到下雨天，他的车厢里总有四
五把伞，这些伞都会回来。

爱心相传，乘客相互帮忙
在胡德超的车厢里，有一个便民服务箱，那是

他自掏腰包办的，里面有为乘客提供的矿泉水、晕
车药、针线包、卫生纸、清凉油等物品。

过冬前，他还自己花了 500块钱，买了棉垫子
铺在座位上。有乘客来信中写道：“在这样的车厢
里，使我感受到家的温馨、温暖、舒适。”

有件小事儿，让胡德超印象深刻。
一次，车辆即将出站，一名孕妇从30多米外向

他挥手跑过来。有位乘客抱怨说：“那么远，别等
了，我还有事要办呢！”胡德超回答：“请您稍等一分
钟吧，咱们马上就走，相互体谅一下。”当孕妇跑上
车后，那位发牢骚的乘客竟主动给她让了座。

胡德超说，三年的工作让他发现，一个车长的
言行会影响到乘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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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市启动“弘扬雷锋精神，做有道德的人”专项活动

15个“学雷锋团队”获命名

下雨备伞，天热备清凉油 车长胡德超很贴心

下雨了，车里备着好几把雨伞，借给乘客，相信他们一定会还。
大夏天，车里备着清凉油，还有卫生纸。
89路公交车车长胡德超，一个大男人，却能注意到乘客种种细微的

需求。 记者 张华 通讯员 杨超群

他们是社区医生 也是社区志愿者
昨天有雨，但幸福路14号院的居民们，仍在早上9点准时来到了康复社区卫生

服务站，因为每周二、周四是辖区毛医生和王医生为居民免费检查身体的日子。
两位医生已经在康复社区义务为居民检查身体两年多了，现在他们的团队已增至

6人，他们也是社区志愿者服务队的一员。 记者 柴琳琳 通讯员 吴朝轻 王健 文/图孝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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