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月 17 日下午，阵阵寒风中的河
北唐山市路南区“康复村”里，暖意浓
浓。大红礼盒的土鸡蛋、成袋的长粒
香米、金灿灿的花生油、黄澄澄的沙
糖橘和五颜六色的棉衣堆满了大门
口，旁边还有义诊用的器械、满箱的
药品。早早守候在这里的“村民”们围
着前来送爱心的十位唐山截瘫疗养
院的医务人员，聊得正热闹。

“ 才 几 天 不 见 ，咋 又 送 东 西 来
了？”轮椅上，大嗓门的朱德芹说。“这
次送的是棉睡衣。”疗养院的金鑫主
任和朱大姐是老相识，她说：“让您里
里外外崭新地过个年！”

疗养院张希成副院长告诉记者，
唐山市、县、区三级共建立了 18 所截
瘫疗养院，主要服务对象是唐山大地
震中的致残人员。同时还为一些有一
定自理能力并组成家庭的截瘫患者建
立了“康复村”。记者今天来的这个“村
子”就是其中一个。虽说是“村子”，其
实就是个无障碍住宅小区。由于“村民
们”要在轮椅上生活，所以在这儿处处
可见极人性化而颇为“神奇”的设计：
没有台阶门槛的房屋、宽达 1 米的房
门、“隐藏”在墙内的卫生间、相对低矮
的家具设施⋯⋯如今，25 户 46 位“村
民”已在这里生活了20多年。

医生们最后走访了 55 岁的“康
复村”负责人梁治华的家。作为第四
任“村长”，他算是“村子”里的“年轻
人”了，整个“村”只有他一个人还偶
尔骑着电动三轮外出，但这会儿他病
在床上好几天了。

“你们来得正好，他怕麻烦，不让
告诉别人。”老梁的妻子看到这几个熟
悉的身影出现，高兴地说。经过心电
图、血压检查之后，几位大夫嘱咐老梁
换一种降压药，“不舒服千万别挺着！”

“哎，哎。”老梁连声答应着，“忒
麻烦你们了，真是雪中送炭啊！”

送大夫们走远了，“康复村”的
“村民”们却还在院门口遥望着。曾
经，他们以为，自己的世界里永远不
会有脚步声，有的只是单调的车轮
声，但好心人纷至沓来，用大爱将这
里书写得足音如歌、四季如春。

传统农历春节临近，
社区的孤寡老人们家中
还有什么需要帮忙的？这
个年他们准备怎么过呢？
1月19日上午，记者来到
重庆市渝中区七星岗街
道金汤街社区，跟随社区
居委会主任敖文英及志
愿者队伍一起走进周光
惠老人的家。

“大家又来看我啦，真是太感谢你们了！”今年
81岁的周光惠住在渝中区凉亭子 8号的一栋老旧居民
楼内。“老朋友”的到来，让她喜笑颜开。社区工作
人员和志愿者们已经在屋前屋后忙活了：有的拿出为
她购置的春联和红灯笼，麻利地贴挂；有的拿起笤帚
和抹布，为她收拾屋子；有的正在专心检查屋内电
线；有的在厨房里为她包汤圆⋯⋯

敖文英对老人低声耳语，“娘娘 （重庆方言，阿
姨），快过年了，大家心里都惦记着您。”听到这里，
老人感动地流下了泪，紧紧拉着敖文英的手说，“你
们有心了，这么多年，就像我的儿女一样照顾着我。”

周光惠丈夫去世多年，膝下无儿女，独自一人生
活。现在住的这个屋子也是一个亲戚借给她住的。她
说，社区的帮助让自己感受到家的温暖，自己也在为
这个“家”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

“社区每个月给我 627 元的孤老生活补助，平日
看病的花费也都报销，工作人员和志愿者每周都会来
看我，帮我做家务，逢年过节，他们还自掏腰包给我
送来米、面、油和水果。”周光惠笑着说。

在金汤街社区，受到关怀和帮助的孤寡老人不止
周光惠。敖文英告诉记者，金汤街是一个老社区，
4000 多户居民中孤寡和空巢老人就有 123 户，为了
让老人们能在遇到困难时第一时间得到帮助，社区居
委会采取党员“一对一”帮扶的形式，组织社区党员
代表、居民代表成立了“志愿者服务队”，对孤寡和
空巢老人护理和帮扶。

冬 日 里 的 温 暖

河北唐山无障碍住宅小区：

“康复村”里四季如春
本报记者 雷汉发

重庆孤寡老人:

“你们就像我的儿女”
本报记者 吴陆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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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信息和体验

岁末年初，各地再度启动一年一度的集中“送温暖”活动。
与以往不同，今年的送温暖活动，除了惯常的嘘寒问暖送钱送
物，多了一些新意，即各部门更注重为困难职工及其家庭解决
实际困难。

“送温暖活动的重点就是解决职工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
现实的利益问题，也就是职工群众面临的最困难、最操心、最忧
虑的实际问题。”全国总工会宣教部部长王晓峰说。为此，今年

送温暖活动启动之前，各地工会对在档困难职工进行了一次全
面清理核实，以做到走访慰问不漏一户、帮扶救助不留死角。

值得称道的是，随着送温暖活动的深入开展，活动已经突
破了时间界限而向常态化转变，活动内容也从单纯的送钱送物
等物质帮扶转向与送技能送就业等有机结合。各地各部门的
送温暖帮扶活动也正在相互融合，并日渐成为我国社会救助体
系中重要的组成部分。 文/陈 郁

连 日 来 ， 在 上 海
市 总 工 会 主 席 洪 浩 的
带 领 下 ， 上 海 市 工 会
部门分 24 路，深入全
市 各 区 、 县 、 局 （产
业），走访慰问困难劳
模 、 困 难 职 工 和 农
民工。

近 日 ， 记 者 来 到
浦东新区张江镇“2014 年浦东新区外来建设者新春
团拜会”现场，来自浦东全区各条战线的近 500 名
因工作需要不能还乡过年的建设者代表、困难职工
代表集聚一堂。上海浦东新区总工会副主席成丕贤
代表浦东新区总工会向为浦东建设与发展作出贡献
的外来建设者表示新春问候，并送上丰厚的新年大
礼包。“在哪过年都是家。今年第一次离开家人在
浦东过年，原本以为会孤单，但今天与来自浦东各
个街镇、素昧平生的兄弟姐妹吃上一顿团圆饭，我
将终生难忘。”来自安徽合肥的 25 岁的浦发集团环
卫职工小林说。

截至去年底，浦东全区工会系统共筹集帮困资
金 1500 多万元，为节日帮困送温暖活动的扎实推
进提供了资金准备；同时，还积极做好困难职工家
庭的排摸工作，让更多的困难职工家庭得到关爱和
温暖。

细细叮咛，切切关心。上海总工会巡视员杜仁伟
先后前往上海奉贤、青浦、绿化市容等地区、系统，
慰问困难职工、困难企业。在上海青浦区庆丰路养老
院看望上海重型机器厂有限公司全国劳模沈淑萍时，
恰逢那天是这位老劳模的 100岁生日，杜仁伟为老人
点上百岁生日蛋糕蜡烛，祝老人生日快乐、健康长
寿。杜仁伟还来到上海世发电镀有限公司安徽籍农民
工王世龙、上海植物园绿化工程有限公司困难职工家
中慰问，要求地区工会和企业工会做好金秋助学和技
能培训等帮扶工作。

上海外来务工者：

“在哪里过年都是家”
本报记者 李治国

年 年 送 温 暖 ， 岁 岁 “ 礼 ” 不

同。随着时代的发展，送温暖的内

涵也应不断丰富。“礼包”的品种应

更加多样，从传统的米面粮油钱扩

展到送政策、送技能、送岗位、送

服务，满足不同家庭的需要，这样

的温暖才更实在，暖意才更持久。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困

难群众中有许多人具备劳动能力，

从根本上改变他们的生活，需要帮

扶他们获得自我改善、自我发展的

能力。这就要帮助他们获得和提升

劳动技能，努力实现就业、转业甚

至创业。

授 人 以 “ 渔 ”， 还 要 授 人 以

“愿”。激发困难群众的就业创业愿

望，是提供技能扶持的前提。党的

十八届三中全会出台了许多改革新

政策，刚刚出台的中央一号文件对

全面深化农村改革又做出了部署，

送温暖的过程中，应把这些政策精

神有针对性地宣讲传播，引导困难

群众把政策吃透用足，结合实际，

提振信心，奋发有为。

授人以“愿”，更要授之以“遇”。

困难群众是社会保障的首要对象，党

和国家的惠民政策也对其适当倾斜，

许多方面的福利待遇作了制度性的

安排。送温暖的过程，也是检查惠民

政策落实的过程，应帮助困难群众了

解自身在住房、医疗、子女入学等各

方面应享受的福利待遇，发现问题及

时跟进，扎实推进政策落实。

① 1 月 17 日，唐山康复村村民贾秀云（左

二）兴高采烈地领取节日慰问品。

本报记者 雷汉发摄

② 2014 年浦东新区外来建设者新春团

拜会现场。 本报记者 李治国摄

③ 本报记者吴陆牧（左三）走进社区街道

采访受助的孤寡老人。 张海波摄

值 班 站 长 日 记

今天是春运第 5 天。早晨一上班，我明显

感觉客流增加。整整一上午，我忙得连喝口水

的时间都没有。

中午 12 点 10 分左右，一位中年男旅客满头

大汗拿着一大堆行李，推着一位坐在轮椅上的

中年妇女，旁边还有一位拄着拐杖的妇女，三人

步履蹒跚地往服务台这边走来。

我赶忙迎上去，让他们先在“丝路缘”亲情

候 车 室 休 息 。 他 们 乘 坐 的 是 西 安 到 烟 台 的

K1132次列车，13点 10分开车。

在候车室坐下后，这位中年男旅客告诉我，

他们一家来自兰州，他妻子身患偏瘫，常年坐轮

椅，拄着拐杖的是他妹妹，这次他们是去烟台女

儿家过年。

到了上车时间，我安排服务台的工作人员

陈俊帮他们提着行李，同时通知站台值班的同

事在进站地道口等候，和我一起送他们上车。

在站台上，我特别找到 K1132 次列车长说明了

情况，叮嘱对他们多加照顾。

在这里，我想告诉广大旅客，西安火车站

自今年春运开始，正式启动了“丝路缘”亲情服

务，在候车大厅、售票室等地设置了 5 个亲情

服务点，安装了 7 个亲情呼叫器，印制了“丝路

缘”亲情一卡通，有需要帮扶的旅客可在任何

一个服务点寻求帮助。千万别客气，随时招呼

我们。 （本报记者 张 毅整理）

“千万别客气，随时招呼我们”
2014年 1月 20日 晴

西安火车站值班站长 周文捷

春运并不只是中国特有，世界上许多国家和地区
都会有人口大迁徙、交通压力“山大”的那么几天，
这便是他们的“春运”，让我们来看看他们是如何应
对的？

各国如何破解“春运”难

①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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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礼 包 ”多 样 更 温 暖
刘 亮

春运期间，陕西宝鸡车务段努力为旅客构建方便、

温馨的乘车环境。他们在客运站设置爱心服务台，提

供手机临时充电、皮鞋美容、书报阅读、医药箱、轮椅、

一次性饮水纸杯和方便袋等。图为杨陵镇车站“老牛

服务台”牛学刚（右）在为旅客提供乘车问询服务。

本报记者 张 毅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