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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孙庆辉 通
讯员 王雅卓 王菲）“打开微
信扫一扫，来访停车不再愁！”
近日，高新区石佛办事处西溪
花园社区联合西溪花园永威
物业推出的“邻临车位”共享
停车服务，在业主群里收获一
片点赞，缓解了长期困扰居民
亲友来访停车难题。

今年 4月，来自郑州市儿
童福利院的王菲到石佛办事

处 西 溪 花 园 社 区 担 任 网 格
员。扎根社区没多久她便发
现，亲友来访停车难是居民反
映最集中的问题——每到节
假日，来访车辆在小区周边

“一位难求”，无奈停在路边，
既怕贴罚单又影响交通。

事实上，西溪花园社区早
已关注到这一痛点，并与西溪
花园永威物业积极探索解决
方案。网格员通过开展“敲门

行动”逐户走访，广泛收集居
民意见；物业同步对地下车库
进行细致摸排，发现业主车位
存在一定闲置空间。基于此，
西溪花园社区与永威物业协
商初步规划打造20个名为“邻
临车位”的共享车位，并提出
利用小程序预约的方式，创新
闲置车位管理思路。

同时，王菲结合日常走访
中居民提出的使用细节，针对

性提出要明确“邻临车位”的
预约规则、增设车位引导标识
等优化建议。在她与物业的
高效沟通下，路线引导指示牌
快速安装到位，专人定时巡查
机制也随即建立。同时，社区
联合物业制定详细使用规则，
通过社区公告栏、业主微信群
等渠道全方位宣传。如今，访
客只需用微信扫一扫二维码，
即可登录“永威可行”小程序

填写访客姓名、房号、电话等
预约信息，轻松完成车位预
约，实现到门口直接就能识别
车牌进车库。

五一假期，“邻临车位”正
式启用。据统计，五一期间，
小区已接待预约车辆 80 余
辆。居民李女士感叹：“以前
亲戚来，找车位特别费劲，现
在提前手机预约，直接就能停
进车库，太方便了！”

社区志愿者为孩子们举办的手工活动

特殊儿童的成长，离不开家庭
与社会的双向奔赴。陇海大院社区
推出“家庭支持计划”，针对家长开
设心理辅导课堂，邀请心理咨询师
疏导焦虑情绪；同时对接辖区企业，
为困难家庭提供灵活就业岗位。视
障儿童军军的父亲对此深有感触：

“我曾一边照顾失明的孩子，一边打
零工，生活像陀螺一样转不停。社
区帮我联系商场，让我摆起免费摊
位，并提供售卖货物，时间自由了，

收入也增加了。”据统计，近年来社
区已累计为60余个特殊儿童家庭提
供就业帮扶，联合企业捐赠书包、文
具等物资价值超 10万元，凝聚起陇
海大院社区“聚沙成塔、共筑大爱”
的力量。

在陇海大院社区，每天都上演
着温暖的故事：志愿者护送视障儿
童过马路，居民自发学习手语与听
障儿童交流，企业定期送来学习和
生活用品……这些细碎的善意如同

点点星光，汇聚成照亮黑暗的银
河。陇海大院的邻居用近50年的坚
守诠释着“远亲不如近邻”的真谛，
他们一直以实际行动续写着郑州

“大爱之城”新的精神篇章。正如
“感动中国”颁奖词所言：“一场爱的
马拉松，没有终点。”这场托举特殊
儿童追光的故事，正是对这句话最
生动的注解。
本报记者 刘伟平 朱翔宇
实习生 申宁歆 文/图

指尖跃动星河 心光点亮未来

陇海大院：做特殊儿童的“追光者”
在二七区的老巷深处，陇海大院的青砖墙缝里生长着跨越半个世纪的温情。曾获2014年“感动中国”荣誉的二七区一马路街道陇海大院，至今以近50年的邻里

互助坚守，不仅将“扶危济困、守望相助”的精神深深融入大院的肌理，还蔓延到社区的角角落落。如今，陇海大院正用指尖的温度与心灵的共振，为一群特殊的“星
星”铺就追光之路——当视障少年触摸盲文时指尖掀起知识的涟漪，当听障女孩透过手语看见世界的色彩，老社区的年轮里，正绽放出新时代最璀璨的文明之花。

扫一扫“码”上预约 来客停车无忧

高新区一社区“邻临车位”上线
业主闲置车位得到高效利用

指尖上的图书馆：
知识照亮黑暗世界

陇海大院社区毗邻郑州市盲聋
哑学校，社区目前居住着 30多名来
自该校的特殊儿童——他们或目不
能视，或耳不能闻，但始终牵动着社
区工作者、辖区志愿者、小区居民与
社会各界的心。

对于19岁的视障青年朱家鑫来
说，手机里的读屏软件和社区图书馆
的盲文书，是他“看”世界的窗口。“以
前借盲文书要从国家图书馆借阅，长
途跋涉从北京寄来，看完了再寄回
去。现在下楼进图书馆就能读，方便
了太多。”朱家鑫的话，道出了社区盲
文图书馆成立前后的巨大变化。

朱家鑫口中的“楼下图书馆”缘
于社区工作人员的一次暖心发现。
陇海大院社区学雷锋志愿者在与盲
童交流时，得知盲文版书籍不仅笨
重，还需从国家图书馆借阅，孩子们
的课外读物几乎是空白。志愿者第
一时间将孩子们的困境反馈给社
区。在一马路街道的指导与协调
下，社区迅速启动资源对接机制，积
极联络河南省少年儿童图书馆（现
河南省图书馆），最终于2019年成功
设立全省首个社区级盲文图书阅览
室。近千册盲文图书、有声读物和
电子阅读器相继入驻，让孩子们彻
底告别了“等书上门”的日子。

“盲文书的特别之处在于，常人
眼中普普通通的一册书，换成盲文
版特别厚重，可能要一大皮箱，借
阅、邮寄都十分麻烦。”陇海大院原
社区书记、现任一马路街道社会事
务管理办公室主任井勇介绍，如今，
有了社区图书馆，孩子们都特别珍
惜，图书室成了他们最喜欢待的地
方，寒暑假常常抱着书一泡就是一
整天。

社区对孩子们的关爱远不止于
静态阅读：每隔一段时间，活动室便
会化身“临时影院”，为视障儿童播
放语音解说版无障碍电影，让他们
在抑扬顿挫的讲述中“听见”山河壮
阔；为听障儿童播放带手语翻译的
电影，通过画面中的指尖“舞蹈”编
织剧情脉络，孩子在静默中“看见”
故事的情感流转。

在陇海大院，特殊儿童从来不
是被怜悯的对象，而是社区大家庭
的重要成员。每逢传统节日，这里
都会变成温暖的“爱的盛会”。在一
次中秋节前夕的走访中，一名视障
男孩拽着志愿者衣角怯生生地问：

“哥哥，我能多要一个月饼吗？我想
留给妈妈……”这句简单的话语让
工作人员瞬间心里泛起涟漪。

于是，陇海大院社区迅速行动，
联合爱心商家将单纯的送月饼升级
为亲子手工做月饼活动。专业烘焙

师傅现场指导，特殊儿童们围坐在
一起，小手认真揉捏面团、感受模具
花纹。当饱含爱意的月饼新鲜出炉
时，他们兴奋地举着月饼喊：“我要
送给爸爸妈妈和爷爷奶奶！”看着孩
子们兴奋的笑脸，志愿者眼角泛起
泪花，见证着亲情的温暖流淌。

“孩子们第一次包粽子时神情
紧张、生怕出错。志愿者则会在一
旁耐心指导，从粽叶的折叠角度到
棉线的缠绕力度，每个细节都反复
示范，手把手教他们如何卷粽叶、缠

棉线。”陇海大院社区副书记赵利鹏
说，这些活动不仅是技能的传授，更
是心灵的治愈。朱家鑫的母亲牟伟
云还记得儿子第一次登台拉二胡的
场景：“以前他很自卑，不太敢开口
说话。在一次社区举行的助残日活
动中，他被邀请表演二胡，台下掌声
雷动。从那以后，他变得开朗多了，
还主动参加学校的文艺比赛。”如
今，朱家鑫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长
春大学，在大学校园开启另一段崭
新的人生。

温暖浸润成长：从“边缘”到“中心”的蜕变

家庭支持计划：从“单打独斗”到“社会协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