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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05社区人物

郑州晚报市民记者群：284639086

学习达人
学习达人

热心达人
热心达人

有人说爱学习的人是乐观的，他们会用
美好的眼光去看待生活，如果你身边有这样
的朋友，可致电我们。热线电话：96678

你 的
身边有热心

做善事的好人
吗？他或她不

求回报，奉献社
会，可致电我们。热

线电话：96678

每个人在自己的工作中，都有自己
的创新，分享你的就业经验，告诉我们。
热线电话：96678

行业达人
行业达人

热心达人
热心达人

你的身边
有热心做善事
的好人吗？他
或 她 不 求 回
报 ，奉 献 社
会，可致电我
们 。 热 线 电
话：96678

“走，上咱社区的‘百家讲
坛’，听听社区的大评小议！”每
天上午九点半，嵩山路街道郑飞
社区的老人们就纷纷积聚在离
退休家园，捧捧老哥老姐的场，
逗逗左邻右舍的乐，其乐融融，
一片祥和。庞大妈自 2006年成
立社区爱心读报小组，已发展
200 多成员，娱乐休闲套餐让社
区居民的精神生活不再空虚。

庞慧珍每次都满怀热情地
准备，收集、筛选素材，练习，第
一次读报时只有一位听众，她也
一直认真对待，把最佳状态展现
给听众，持之以恒地坚持每天上

午9点30分准时开读，这一读就
是 6年多，听众从开始的一个人
发展到如今的百余人。读报内
容也不断丰富，从家事、国事、天
下事，到政治、经济、法律，内容
丰富多彩，外延不断拓宽。随着
读报队伍不断壮大，老人又尝试
创新形式，于是，讲故事小组应
运而生，故事内容涵盖喜事、奇
事、怪事等，深受广大居民欢迎。

百日磨砺，玉汝于成。6 年
来，庞慧珍老人除读报、讲故事
外，还在《郑飞企业报》和自己的
博客上发表文章 130余章，并编
写诗歌、快板歌颂祖国，曾受到

多家媒体关注。在学习实践科
学发展观活动中，她还充分发挥
老党员的模范带头作用，积极为
社区直管党员上好党课。“希望
社区所有老人都老有所学，老有
所乐。”老人向社区主任袒露此
举的缘由。

在争创全国文明城市中，庞
大妈第一个报名要当“创文”志
愿者，因事迹突出，她被评为“全
国文明城市宣传员”。她说：“搞
好环境卫生、讲文明、树新风、干
干净净是每个市民的首要任务
和职责，是光荣的。”

郑州晚报记者 王菁 文/图

今年 61
岁的郑海宁家

住河医南社区，
虽然退休刚一年，但

他已经在社区内组织起
老年健身队、读书队，目

前正筹划成立一支老年防
暴队。每天早晨，在郑海宁的
带领下，辖区老人一起读报、

读书、健身，辩论起来热火朝天，相
处得其乐融融。

出现在记者面前的郑海宁老人，
身材健硕，精神抖擞。“别看郑老师已
经61岁了，邻居、孤寡老人家里遇到
事，都喜欢向他求助。”社区工作人员

说，“上次住他楼上的孤寡老太太夜
里发病，半夜给他打电话，郑老师不
但叫来了医护人员，还帮忙把担架从
5楼抬下来，医护人员都很惊讶。”

郑海宁说：“年轻时在部队经历
高强度的体能训练，还学会了格斗、
擒拿等技艺，我想着总有一天会派
上用场，所以这些年即使转业了，也
没敢放下，得空我就锻炼。”郑海宁
告诉记者，社区院里有健身器材，那
种转圈的器械他一转就是两三个小
时，经常吸引很多居民围观，很多人
赞叹之余，就开始跟着他健身。去
年退休后，郑海宁便把这些人组织
起来，成立了一支健身队，把锻炼时

间固定下来。
郑海宁还有一项绝技，那就是

熟练背诵《唐诗三百首》。“应该说，
我最喜欢背《唐诗三百首》，只要我
喜欢的诗词，我都爱背下来，不为别
的，就为锻炼记忆力。”他说，人年纪
大了，记忆力也会退化，只有坚持学
习才能预防。

最近，郑海宁想要在社区成立
一支老年防暴队。他说：“成员就是
参加健身队的老人，身体锻炼好了，
得派点用场啊，夜间在社区巡逻，给
大家保平安。”

郑州晚报记者 柴琳琳
通讯员 黄倩华 文/图

都说家丑不可外扬，可在庆
丰社区不一样，谁家里出了啥矛
盾总是爱找她聊聊。

腾红霞是社区里的一名调
解员，自2006年起6年来调解各
类矛盾纠纷千余件，从一个只有
高中学历的“法律菜鸟”，用了 6
年时间努力，化茧成蝶，蜕变成
为河南省“调解之星”。

上任开始，作为一个只有高
中学历的调解员，腾红霞深感压
力重大，自己的法律知识都不完
整，怎么教育引导居民？

平日里各类法律和业务书
籍经常不离手，为了提高自己的
法律修养，她还申请成为二七区
人民法院的一名陪审员，经常到
二七区人民法院、二七区司法局
等部门参加法律知识培训和调

解技能培训的活动。
6 年中，腾红霞挽救过辖区

数十户濒临破损的家庭、帮百名
农民工兄弟讨回数十万的工资、
维护辖区近千名消费者的合法
权益等，调解邻里纠纷更是如家
常便饭。

“看到邻里和睦相处，夫妻
相敬如宾，社区一片和谐，我觉
得自己特别开心。”这是腾红霞
常说的一句话。

正是因为她对调解的一片
热情，在 2012 年被河南省司法
厅授予“全省人民调解能手”称
号，河南省第二届调解之星评
选中被评为“最具亲和力调解
之星”。

现在，庆丰社区的老百姓一
旦有了矛盾纠纷，第一个想到的

就是她。建中街街道办事处其
他社区的调解员，遇到调解难度
大的矛盾纠纷，也打电话找她帮
忙调解，再忙再累，她从不推辞。

几年来，因调解腾红霞失去
过和家人团聚的很多机会，也曾
被家人冷落，因调解忽略对孩子
的关心，经常把孩子寄送到邻
居家，因调解劝架，多次被
打伤、抓伤，但这些都没
影响腾红霞坚持做调
解这个职业，腾红
霞：“我想活到老，
做调解到老。”
郑州晚报记者
柴琳琳 文/图

在中原路 79 号院内，郭
占喜的修车铺前摆满了待修
的自行车。修车铺只是用几
块木板拼成的，里面摆满了各
种配件和修车工具，大部分时
间，他都是在屋子外的空地上
修车或时不时地与小区居民
聊天。

今年 48岁的郭占喜做修
车这一行已经有十几个年
头。老家在安阳滑县，育有 3
个子女。

“郭师傅，我把自行车放
在这，你有空给我看看是咋
回事，总是慢跑气。”一位居
民急匆匆地说完，扔下自行
车就走了。

“他怎么连修车价格都不
问？也没有问什么时候能修
好？”记者问道。郭占喜略微
腼腆地笑了笑：“我在这里修
车都十几年了，附近的人都认
识我。”

老郭说，十几年来，他每天

一大早就支起修车摊，因为家
就在院里，所以夏天经常干到
晚上10点钟还未收摊。就这
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一年
大概能回两次老家。

1 块、3 块、十几块，日子
就这样在零零碎碎的收入中
滑过，老郭说，有时生意好一
天能挣三四十块钱。

从书店内的搬运工到现
在修自行车，一点点积累，一
步一个脚印走过来，老郭道出

其中的秘诀：“诚信最重要，莫
耍小聪明。”

正聊着，一位带着孩子的
父亲推着自行车过来，“师傅，
我车链子掉了”。老郭放下手
中的活儿，走到车子跟前三两
下就把链子给上好了。“走
吧。”他冲男子说，孩子父亲递
过来一块钱，他摆摆手，不肯
要。

“您是不是认识他？”记者
问。“认识，都是街坊邻居的，

这点小问题，不值当收钱。”
“他之所以得到大家的喜欢就
是人特实在。”河医南社区书
记黄倩华说，老郭在院内经常
义务打扫小区的卫生，邻居有
什么事需要帮忙都会第一时
间找他。

“做事先做人，得到别人
的信任很容易，诚信为本。”郭
占喜说。

郑州晚报记者 柴琳琳
通讯员 陶荣 黄倩华 文/图

全国文明城市宣传员——大妈庞慧珍

调解之星——腾红霞
活到老调解到老

修车人郭占喜
居民心中的温暖港湾

五里堡街道办河医南社区

建中街街道办庆丰社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