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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谈巷议

“昔日，一间破屋一盏灯，苍蝇蚊
子乱嗡嗡。闻着气味能找到，方便之
后无水冲。如今，免费公厕真方便，通
风排水全实现。行走百米能看见，百
姓如厕不再难。”

11 月 28 日中午，在市区劳动路中
段一座公厕内，公厕管理员老何说起
这段顺口溜，形象地描述了许昌公厕
的变迁。

他管理的这座公厕，面积 40 多平
方米，洗手台、面镜、无障碍设施一应
俱全，厕位一侧安装了挂衣钩，照明装
置随路灯一起开闭。

而在几年前，这里还是一座蚊蝇
满天飞的老旱厕。“老旱厕臭烘烘的，
夏天得拿把扇子赶苍蝇、蚊子，一直盼
着改造呢。”在附近小区住了 20 多年的
市民李东说，公厕升级成水冲式公厕

后，环境变整洁了，居民更方便了。
“厕所问题不是小事情”，小厕所

连着大民生，关系大文明。20 世纪 90
年代，我市的公厕大多隐藏于民居巷
道中，而且都是旱厕，一年四季臭气不
断。2001 年，我市提出争创国家园林
城 、国 家 卫 生 城 、中 国 优 秀 旅 游 城 目
标，大规模的“厕所革命”就此启动。

“创建活动开展以来，我市中心城
区先后新建、改建公厕 448 座。仅 2016
年-2018 年，中心城区新建、改建公厕
228 座，总投资 4100 多万元，今年，我市
将 公 厕 提 升 改 造 列 入‘ 十 件 民 生 实
事’，再次投资大约 1100 万元，在游园、
广场等人员密集场所新建公厕 24 座，
基本实现 500 米内有公厕的布局，保证
了市民 5 分钟找到公厕。”市环卫处主
任周建生说。

采 访 中 ，石 家 庄 客 人 李 先 生 说 ：
“许昌的公厕建设得真不错，外面看着
漂亮，里面的设施也很有品位。我要
给许昌的公厕竖大拇指，好就是好！”

随着我市创建工作的深入推进，
为了让“方便”之处更方便，在公厕建
设上，我市采取“一厕一景”的建设理
念，融入许昌历史文化，彰显文化特色
和城市品位；公厕内增设无障碍坡道、
残疾人扶手、烘手机、洗手液、音乐播
放器等人性化设施，力求最大限度满
足群众需要。在公厕管理上，实行“十
星级”评定标准，24 小时免费开放，在
节假日、重大活动等特殊时期延长值
守时间、增加保洁频次，确保群众如厕
有个良好的环境。

公厕建好了、管好了，怎样才能让
群 众 第 一 时 间 找 到“ 方 便 之 处 ”？ 为

此，我市依托智慧城市建设，将推出公
厕服务 App，今后市民通过手机定位功
能或输入路名即可查询所在位置周边
公厕分布情况；在公交站牌、十字路口
等部位设置 55 个公厕地图、300 块公厕
导向牌，使外地游客及市民群众能够
快速找到公厕。

大手笔投入，大规模建设，公厕量
出了许昌的文明程度。通过实施建管
并重，我市逐渐形成公厕管理服务品
牌，并于今年，在中国城市环境卫生协
会年会上，获得文化建设类银奖。

方便之处见文明
本报记者 孔刚领

12 月 1 日，在许昌市图书馆一楼
无障碍阅览室，记者看到，有几位盲
人和弱视力读者在家人或朋友的陪伴
下借阅盲文图书。许昌市图书馆少儿
部主任王琪告诉记者，自图书馆设置
无障碍阅览室及盲人电脑等无障碍设
备后，无障碍阅览室深受我市广大盲
人读者喜欢。目前，这里已成为盲人
读者的“根据地”，盲人在这里“摸
读”“听读”很方便。

近 年 来 ， 我 市 致 力 开 展 全 民 阅
读、“书香许昌”建设，以城区的两大
公共图书馆、32 座智慧阅读空间为主
体打造的“15 分钟阅读圈”，为广大市
民随时随地读书提供了很大便利。

在大力开展“书香许昌”建设的
同时，我市充分考虑盲人和弱视力读
者的阅读需求，在市图书馆一楼大厅
北侧开辟了面积近 100 平方米的无障
碍阅览室，为盲人和弱视力读者提供
了专属的“读书角”。

2012 年 ， 无 障 碍 阅 览 室 正 式 开
放，配置了文学类、医药卫生类、文
化教育类、政治法律类、历史类等五
大类 141 种盲文图书，共计 360 册；有
声读物 102 种，光盘 176 张；“阳光听
书郎”智能听书机 200 台；盲人专用
电 脑 、 台 式 助 视 器 、 美 国 盲 文 刻 印
机、多功能数码助视器、手持式助视
器、一键式智能阅读器等国内外先进
设备。在盲人阅读资源建设和设施配
备方面，我市走在了全省公共图书馆
行业前列。

有了阅读场地和资源，为充分发
挥 其 作 用 ， 激 发 盲 人 群 体 的 阅 读 兴
趣，2017 年，市图书馆成立了专为盲
人服务的“向日葵行动”志愿服务小
队，少儿部主任王琪担任队长，少儿
部全体工作人员及社会爱心人士为队
员，在该馆内外开展关爱特殊群体和
知识普及活动，为盲人群体提供文献
借阅、设备操作培训等服务，协助他

们在知识的海洋里畅游。
在服务过程中，志愿者发现，盲

人虽然存在视力障碍，看不见大千世
界，但是思维敏捷、表达清晰，有和
普通人一样的文化渴望与需求。“向日
葵行动”志愿服务小队通过录音、录
像、现场采访和实地考察等方式，了
解视障人士的文化需求，多渠道提供
个性化服务，激发了上千名盲人参与
阅读活动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也激发
了数十个相关单位的文化活力。

据了解，下一步，市图书馆将根
据残障人士的需求，依托“盲人数字
阅读推广工程”，以智能听书机为媒
介，通过“志愿者+盲人+图书馆”无
缝对接的方式，深入开展文化助盲志
愿 服 务 活 动 ， 帮 助 盲 人 在 教 育 、 就
业、丰富精神文化生活等方面获得持
续性精准知识服务，进一步助推全民
阅读、“书香许昌”建设。

无障碍阅览室添彩“书香许昌”
本报记者 刘晓敏

图 为 赵 晨 子
（ 后 排 右 四 ）和
cheer shining 团
队在一起。

刘晓敏 摄

“每个不曾起舞的日子，都是对生
命的辜负！”这是舞蹈教练、许昌学院体
育学院老师赵晨子的座右铭，包含着她
对体育艺术的深切热爱。

在前不久闭幕的第八届全国全民
健身操舞总决赛中，许昌学院体育学院
cheer shining 体育艺术与表演团（以下
简称 cheer shining 团队）凭着高超的体
育舞蹈技术，成功夺取三项冠军、一项
亚军。该团队的教练就是赵晨子。

此次决赛在深圳举行，来自全国近
300 支队伍参加了大赛。经过激烈角
逐，cheer shining 团队脱颖而出，以绝对
优势分别夺得体育院校高水平组综合
风格齐舞、民族轻器械健身操舞、表演
轻器械健身操舞三个比赛项目的冠军；
教练赵晨子荣获优秀教练称号，并被授
予第八届全国全民健身操舞总决赛最
佳人气奖。

“能获得这样好的成绩，我要感谢
体育局领导、院领导的大力支持和全体
队员的奋发拼搏。”面对成绩，赵晨子告
诉记者，“cheer shining”是欢呼闪耀的
意思，寓意就是要让学生感受体育艺术
的魅力，跳出开心闪亮的青春风采。这

一教学理念契合大学生朝气蓬勃的特
点，是取得好成绩的重要因素。

2005 年毕业于成都体育学院运动
训练专业的赵晨子，通过严格考试，有
幸成为许昌学院体育学院一名教师。
她在负责许昌学院体育学院专业课教
学的同时，还担任 cheer shining 团队主
教练。自此，在赵晨子的精心培育下，
cheer shining 团队整体素质突飞猛进，
几乎每年都能在高规格的大赛中拿大
奖，为许昌学院赢得了无数荣誉，可谓
战绩辉煌。

据介绍，cheer shining 团队成立于
2004 年，当时的训练项目主要是有氧健
身操。2005 年，赵晨子担任教练后，结
合时代需求及学生诉求，为团队的训练
内容增加了新元素——舞蹈啦啦操和
有氧操舞等。

工作中，赵晨子充满激情，上午和
下午她要给大二至大四的学生上专业
理论课，早上和晚上要指导团队排练。
此外，她还要抽时间制作舞蹈配乐、编
舞等，忙并快乐着。

随着毕业季的到来，每年都有学生
从队中退出，有新生加入，这给训练增
加了难度。每次教授新动作，赵晨子都
会反复示范，反复纠正，不厌其烦。为
了教学生学会反转手腕的动作，赵晨子
的右手腕患上了腱鞘炎，病灶处总是肿
起一个大疙瘩，疼痛难忍。尽管如此，
她从未言苦。她觉得，能够从事自己喜

欢的工作，是人生最大的幸福。
在和学生的接触中，赵晨子发现，

有的队员由于经济条件有限，吃饭总是
很节俭，她很心疼，就隔三岔五地带学
生出去加餐补充营养。有时，家里做了
好吃的，她也会带给学生吃。不知不觉
中，学生都不喊她“老师”了，都亲昵地
叫她“姐”。

训练过程中，赵晨子无意间发现，
好多学生的舞蹈鞋的鞋底上都粘着厚
厚的一层胶布。一问才知道，舞蹈鞋穿
得太费，鞋底磨烂了，同学们不舍得买
新鞋，就用胶布粘住继续穿。赵晨子内
心一阵感动，她就在网上订购了 22 双
舞蹈鞋。当她把一大包舞蹈鞋送到训
练场时，队员们欢呼雀跃，开心不已。

在赵晨子的关怀和激励下，该团队
先后于 2006 年、2008 年、2010 年，连续
三届荣获河南省大学生文化艺术专业
组徒手有氧操一等奖；2010 年荣获河南
省华光杯舞蹈啦啦操专业组一等奖；
2013 年获得全国啦啦操大赛郑州分站
赛的三项冠军；2014 年被邀请参加全国
啦啦操冠军赛；2015 年受邀参加中韩交
流大赛等。赵晨子本人也多次被评为
许昌学院优秀教师、全国优秀教练员、
全国优秀裁判员等。

“此次荣获全国大奖，同学们很开
心，我也很开心。今后，我会继续努力，
尽全力带好团队，为社会培育出更多优
秀的体育人才。”赵晨子表示。

赵晨子：教学生舞出闪亮青春
本报记者 刘晓敏

连日来，笔者在乘坐市区公交车
时欣慰地看到，在乘客较多的情况下，
不少年轻人见有老人、抱小孩的或者
孕妇上车都能主动让座，而受助者也
不忘道一声“谢谢”。像这样的场景，
每天都在我市的公交车上上演着。

尊 老 爱 幼 是 中 华 民 族 的 传 统 美
德。年轻人要“尊老”，年长者要“爱
幼”，这是人人应明白的公序良俗。主
动让座是一个人自我修养的自然流
露，更是一座城市文化品位的熏染使
然。

其实，让座并不难，我们每个人只
要将心比心地换位思考一下，当你年
老或者患病的时候，车上无人给你让

座，你会是个什么感受？让一次座，对
于一般乘客来说并不会损失什么，但
是得到的却是公众的尊重与认可。特
别是年轻人或健全人主动为老弱病残
孕人群让座，只不过是举手之劳。然
而，这种行为蔚然成风，展现出的是一
座城市的文明程度。

“现在坐公交车，每次上车都会有
年轻人主动让座，还搀扶我坐下，真的
让我很感动。”市民刘大爷说，不仅如
此，公交车上一些“您好”“请坐”“谢
谢”等文明用语不绝于耳，无疑给寒冷
的冬季带来一些温暖。

文明礼让，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
德，是公民践行社会公德的具体体现，
也是传播正能量的过程。让座，看似
一个小小的举动，但让出的是一份温
馨、一份友善、一份文明，展示的是城
市良好形象。

让座小事情 彰显大文明
朱庆安

每一辆公交车，都是一座
城市流动的窗口，也是一条流
动的“文明线”。市民乘车时
的一言一行，不仅体现了个人
的素质，还代表着一个城市的
形象。连日来，记者乘坐市区
多条线路上的公交车，感受到
文明乘车已成为市民的自觉行
动。

12 月 1 日上午 10 时，2 路
公 交 车 上 。“ 老 人 家 ， 这 里
坐！”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一
上车，迎面一位小伙子毫不犹
豫地站起来。当记者问到，车
厢里还有位置，他为什么要让
座。小伙子告诉记者，尊老爱
幼是我们的责任和义务，老人
家腿脚不方便，应该把最好最
方便的位置让给他们。“这只
是举手之劳，应该做的。”同
样，在这一公交车上，在建安
区妇幼保健院站点，李女士带
着孩子上车，找到了一个空位
坐下，弯腰时不小心包掉了下
来，旁边的陈女士立刻帮她捡
起来放好。“谢谢。”李女士微
笑着说。

公交运营中，小小的语音
报站器，不仅能提示乘客目的
地站名、线路经过站点等，而
且 能 提 醒 车 内 外 乘 客 注 意 安
全，这一切的细节都彰显出城
市文明。在 104 路公交车上，
记者发现这辆车内的语音报站
器 ， 除 了 预 报 站 名 、 到 站 报
站、出站提示等服务外，在行
至转弯处，还会响起“车辆转
弯，请注意安全”等温馨的声
音，每到站点，报站器语音由
原来的“请从后门下车”更改
为 “ 开 门 请 当 心 ， 下 车 请 走
好”。乘客也会听到关于让座
和车内文明的宣传，如“尊老
爱幼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请主动为老、弱、病、残、孕
及抱小孩的乘客让座。”“为了
您的人身安全请勿携带易燃、
易爆等危险品上车。”让车内
气氛变得更加和谐温馨。

生活中，每个人都会遇到
这样或者那样的窘境，如果我
们 每 一 个 人 能 够 伸 出 援 助 之
手，那么这个社会将会变得更
加温暖。11 月 30 日，家住市
区的市民王建锋乘 5 路公交车
出门办事。上车后，他才发现
忘带零钱，只好拿出 5 元钱找
人兑换，这时坐在对面的一位
女孩儿说：“我这里有一元钱
给你吧！”主动向投币箱投了
一 元 钱 ， 这 让 王 先 生 非 常 感
动。

5 路公交车司机董师傅告
诉记者，一元钱在如今算不得
什么，但能解他人一时之困，
让 人 避 免 尴 尬 ， 看 似 平 常 之
举，却透着一股文明气息。

如今，一辆辆公交车，成
为 我 市 一 条 条 流 动 的 “ 文 明
线”，文明在这里开花结果，
并将种子传递到城市的每个角
落，传递到每个许昌市民的心
里。

公交车成了
流动的“文明线”

本报记者 朱庆安

践 行 社 会 主 义
核 心 价 值 观

张军义是禹州市颍川街道办事处
的一名退休干部。如今，他有了“双
重身份”，一重身份是永和苑社区的
好乡贤，另一重则是永和苑社区“老
张说事”的专职矛盾调解员。

像张军义这样身兼双重身份的调
解 员 ， 在 颍 川 街 道 办 事 处 共 有 35
人。他们人缘广、威望高、经验足、
办法多，用“民调”的办法补齐了

“官调”的短板，牢牢守护着维稳工
作 的 “ 第 一 道 防 线 ”， 逐 渐 形 成 了

“小事不出社区、矛盾不上交、邻里
更和谐”的局面。

11 月 29 日，在永和苑社区“老
张说事”室内，张军义向记者讲起一
件事。原来，社区一小区 5 楼的一个
业主卫生间的防水在装修时没有做
好，前段时间在家洗澡时将水渗到了
4 楼，导致 4 楼的吊顶、吸顶灯、壁
纸损坏。双方就赔偿问题一直没有达
成协议，矛盾一触即发。于是，张军
义和社区支部委员黄志辉分别找当事
人谈话，用“好亲不如近邻”的亲情
文 化 让 双 方 “ 互 利 互 让 ”“ 和 睦 相
处”，最终使问题得到了圆满解决。

近年来，该街道办事处以矛盾调
处办公室牵总头，社区信访、矛调为
基础，形成了基层调解、司法调解、
行政调解三位一体的大格局。特别是
成立的“说事室”，建起无职党员设
岗定责、一岗双责、纠纷报告等工作
机制，为基层社会矛盾纠纷多元化解
打下了坚实基础。

在人民调解队伍建设上，他们就

地取“才”，将社区里为人正直、办
事公道的老干部、老党员、老教师等
乡贤组织起来，通过培训提高调解技
能和业务水平，做到离职不离岗、退
休不褪色。

前不久，一起意外带来的麻烦让
某小区的葛杰老人非常气愤，原因是
一家火锅店入住葛杰居住的楼下，并
把 14 台空调外机全部装在了葛杰居
住的二楼窗户外面，影响了全家人的
正常生活。在与火锅店多次协商未果
的情况下，葛杰找到锦绣社区讨个说
法。

社区矛盾调解员闫小雨实地察看
后 ， 把 双 方 当 事 人 都 请 到 “ 说 事
室”，反复向火锅店老板讲解噪声污
染的危害和相关规定。经过 3 次调解
协商，火锅店老板同意把 14 台空调
外机全部移到一楼，双方握手言和。
目前，该街道办事处已建成“说事
室”14 个，先后排查各类纠纷案件
300余件，调解成功率在 98%以上。

不久前，他们在“说事室”的基
础上创新成立了“议事厅”，坚持以

“ 家 事 纠 纷 孝 为 先 、 民 事 纠 纷 和 为
贵、经济纠纷信为本”的理念，启
发、教化、说服当事人，用心、用情
打开百姓“心锁”。

“调解纠纷的过程就是传播优秀
传统文化的过程。”颍川街道办事处
党工委书记王丽君表示，“乡贤+说
事”模式不仅帮助群众“解疙瘩”，
还引领社区文明新风尚，让各种矛盾
少发生、不发生。

“乡贤+说事”
帮群众“解疙瘩”

本报记者 朱庆安 通讯员 潘高锋

“您是袁水民老师吧?我的哥哥是
现役军人，是他让我来找您的。”近
日，在许昌市涉军维权诉调对接工作
站，一位姓樊的男子一进门就急切地
说。这位男子告诉袁水民，他的妻子
牵涉到一桩民间借贷案，非常棘手，
希望袁水民能够帮忙调解，尽可能地
减少损失。

见有人来访，正在整理案卷的袁
水民赶紧停下手中的工作，接待这位
求助者。作为许昌市涉军维权诉调对
接工作站的负责人，袁水民每天的工
作都是这样在忙碌中度过。

许昌市涉军维权诉调对接工作站
原名魏都区维护军人军属合法权益社
会法庭。2012 年 7 月，作为河南省首
批试点之一，许昌市正式成立了魏都
区维护军人军属合法权益社会法庭。
当时，在魏都区人民法院工作的袁水
民被任命为庭长，从事涉军维权工
作。

2018 年 10 月，魏都区维护军人
军属合法权益社会法庭更名为许昌市
涉军维权诉调对接工作站。早已到了
退休年龄的袁水民毅然坚守岗位，发
挥余热。

从事涉军维权工作多年，袁水民
发现不断提高基层官兵的法律素养，

让他们无事学法、有事找法、办事依
法，可有效避免发生涉军纠纷。几年
来，袁水民一边办案，一边为官兵上
法制课。他讲课时采取以案说法的形
式，以身边人、身边事为例子，课后
经常与官兵互动，及时解答问题，深
受官兵欢迎。

通过学习法律知识，官兵的法律
意识增强了，这让袁水民感到很欣
慰。“有一件事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
象。一次，我在给官兵讲课时，一名
湖南岳阳籍官兵向我反映，他曾是一
名大学生，毕业当年入伍。按照国家
的政策，学校应当退还其全部学费，
但迟迟未退。我详细向他讲解了相关
政 策 ， 后 来 ， 他 拿 回 了 22800 元 学
费。这名官兵很高兴，我也很开心。
因为他掌握了法律知识，并且依法维
护了自己的合法权益。”袁水民说。

自 2012 年以来，经过袁水民及工
作站其他三位工作人员的不懈努力，
许昌市涉军维权诉调对接工作站先后
受理各种案件 440 件，调解纠纷 200
多起，帮驻许官兵及军属挽回经济损
失 400 多 万 元 ， 切 实 维 护 了 现 役 军
人、退伍军人、军属的合法权益，在
军民之间架起了一座军地“连心桥”。

许昌市涉军维权诉调对接工作站

架起军地“连心桥”
本报记者 刘晓敏

本报讯(记者 冯子建)“感谢叔叔、
阿姨，为我们送来了学习用品和爱心
礼包，我们今后一定努力学习科学文
化知识，成长为对国家对社会有用的
人才……”近日，在“茅台王子 明亮少
年”2019 年希望工程关爱青少年公益
助学活动走进禹州市活动现场，一位
受助学生激动地说。

当日上午，由共青团河南省委、河
南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等主办，共青
团许昌市委、禹州市委承办的 2019 年
希望工程关爱青少年公益助学活动走

进禹州市，在方山镇昌王共青希望小
学拉开帷幕。现场，与会嘉宾为方山镇
的部分学校捐赠了图书、体育器材等
物资，并为部分品学兼优的贫困学生
发放了助学金、爱心礼包和书包文具
等学习用品，让孩子们感受到了社会
大家庭的温暖。

随后，孩子们表演了自编自导的
文艺节目，用稚嫩的歌声、优美的舞
姿，深情表达了对社会各界爱心人士
的感激之情。

关爱留守儿童
助力茁壮成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