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合肥市包河区滨湖润园小区里，经常能看到一群朴素的身影，风里来雨里

去，走家串户，嘘长问短。她们，是由一群“热心大姐”组成的志愿服务队，将小区

围墙里的大事小情“揽”了起来。 杜静 刘风云 史玉婷 记者 沈娟娟 文/图 观地质博物馆
探索未知世界

星报讯（范雯佳 记者 沈娟娟） 为了让孩子们

增长见识、拓展视野，普及科学知识，4月9日，合肥

市包河区骆岗街道繁华社区团总支、妇联、计生协

开展“观地质博物馆，探索未知世界 ”亲子游活动。

在地球厅里，孩子们了解了地球的形成、地球

的结构和内外部地质作用以及地球的生物演化历

史，丰富多样的古生物标本、绚丽的美玉矿石等都

令孩子们目不暇接、惊叹不已，随后，孩子们来到最

喜欢的恐龙厅，恐龙大厅展示了恐龙的起源、发展、

进化、灭绝的历史，大家一进入恐龙博物馆大门，仿

佛进入恐龙时代，一只只体型巨大的恐龙骨架，形

态各异，各种恐龙化石映入眼帘，孩子们无不被深

深吸引，目不暇接。

此次活动的开展让孩子们学习到了很多自然

科学知识，同时也开阔了孩子们的眼界。让孩子们

在实践中了解了地球的奥秘，零距离地接触生物化

石，知道了生命的演化，宝玉的形成以及我国的矿

产资源、土地资源等诸多知识，树立了正确的自然

观，同时还激发了孩子们热爱家乡，热爱祖国、保护

我们赖以生存的地球环境的美好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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肥东县石塘镇
扎实开展文明城市创建

星报讯（王晓倩 记者 赵汗青） 今年以来，肥

东县石塘镇对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工作再加压、再鼓

劲，对问题短板再攻坚、再突破，用更坚定的信心、

更务实的举措扎实推进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工作，真

正实现创建利民、创建为民、创建惠民。

今年以来，石塘镇多次召开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工

作推进会，把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工作作为一项民生工

程，要在常态化保持的基础上，以高标准、高质量、高

效率推动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工作精细化开展。

要求各社区对照《全国文明城市实地测评标

准》，逐项进行自查自纠，文明办联合农环办、城管

执法分局集中攻坚破难。对环境卫生进行综合整

治，对辖区集贸市场、主次干道、背街小巷等重点部

位积存垃圾、散落垃圾进行了集中清理，营造了良

好的镇容镇貌。

高密度、多视角宣传教育，不断强化居民参与意

识，引导居民积极参与到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工作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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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报讯（时阳 孙雨静 记者 马冰璐） 从3人

“组团”到5人“成团”；从不定期义剪到每月1次

进小区“摆台”服务；从服务1个小区到辐射整个

社区，累计为辖区老人提供爱心义剪约2000人次

……5年来，71岁的郑桂林阿姨和队员们成为合

肥市龙河路社区居民耳熟能详的“热心人”。近

日，伴随着“咔嚓咔嚓”声，每月一次的爱心义剪

又准时“开剪”了，郑桂林带着两位今年新加入的

队员忙得不亦乐乎。

71岁的郑桂林退休前在社区工作，她深知，

社区里的老人们最需要的志愿服务便是理发。

“2018年，我和两名队友，带着自费购置的剪刀、

梳子，开始了义剪。”她说，当时不仅装备简陋，

技术也“粗糙”，“起初只能满足老人们把头发剪

短的需求。”

为了精进手艺，郑桂林和队员们开始去附近

的理发店“取经学艺”，“边学边剪，慢慢地，手艺

好多了。”2020年，在社区的支持下，郑桂林组建

了“爱从头传递”巾帼志愿服务队，开始每月1次

进小区“摆台”服务，每月2天上门为高龄老人义

剪，服务范围也从西园南村辐射至整个社区。“高

龄老人、腿脚不便老人大多不愿意去理发店或出

门理发，所以，我们便提供上门服务。”

5年来，郑桂林带着队友们在辖区小区来回

跑，累计提供爱心义剪约2000人次，不仅老人们

对她们耳熟能详，老人的子女们也对她们十分熟

悉，遇见了都会热情地打招呼，“不管是上门服

务，还是进小区服务，居民们都十分热情，如今，

大家就像亲人一样相处，既亲切又温暖。”

“在社区的帮助下，我们的装备更新升级，队

伍也在壮大，今年，还加入了两位 50 来岁的队

员。”郑桂林说，希望通过“老带新”的方式，将队

伍壮大起来，让爱心义剪服务一直延续下去，为

辖区老人带去更多关爱和温暖。

她们将爱从“头”传递
社区“热心人”5年爱心义剪2000人次

一声召唤，“热心大姐”就聚齐了

迎淮社区是包河区新近成立的一个

城市社区，辖区内有一座万余人的大型回

迁安置小区，居民大多由原来分散而居的

村庄搬迁而来。

小区环境越来越好，但不少居民们还

没有习惯城市社区的生活方式，垃圾分

类、遛狗栓绳、环境卫生、邻里和谐等事，

都需要一群“爱操心”的人来维持。

60岁的孙维平就是这样一位闲不下来

的“操心人”。去年7月，在社区和孙大姐的努力

下，小区里很快招募了一批邻里志愿者，她们有的

是退休女村干，有的曾在妇联系统工作多年，还有

贤惠能干的家庭主妇，都是忙里忙外的能手，社区

的一声召唤，让她们迅速聚集在一起。

合肥大姐无大小，都有一颗热心肠。大半

年里，孙维平带领志愿者们每天戴着红袖章在

小区里奔走忙碌，被居民们亲切地称为“红大

姐”，“红大姐”志愿服务队名号由此诞生。如

今，这支队伍逐渐壮大，已有16名队员，成为小

区围墙内一道亮丽风景 。

一次巡查中，孙维平和队员们发现一位居

民将回收来的废品堆放在小区的人行通道上，

老人孩子来来往往，很不安全。“红大姐”和物业

多次上门劝说、主动帮忙，最终成功劝服居民把

废品搬离，还给居民一个清爽安全的公共空间。

“人有见面三分情，你多上门磨磨嘴皮子，

再加上不能挤占公共空间，这上哪说都是硬道

理呀！”不怕麻烦、爱较真，这是“红大姐”身上鲜

明的气质。正是这种精气神，也潜移默化地影

响着居民自觉守护家园环境，文明新风尚逐渐

在社区内流动起来。

天天上门，老人的冷暖记在心头

回迁小区内老年人口较为集中，据了解，迎

淮社区内80岁以上老人有194位，90岁以上高

龄的老人就有33位。

“跟高龄老人比起来，我们都还算年轻，有

能力也应当多多关照他们。”队长孙维平年轻时

曾是一名村干部，30多年前就获得过全省妇联

系统优秀妇女工作者荣誉，退休前又在义城敬

老院工作12年，多年的基层工作经历，让她对

老年人的事格外敏感、放心不下。

孙维平有一个记事本，上面密密麻麻记录着

小区里需要帮扶的老人信息，姓名、楼号、联系电

话、身体状况以及是否独居，紧急情况下有无联系

人……这是她为老人们手工记录的“个人档案”。

随着一次次的敲门探访、照顾帮扶，这些

“档案”上的内容已经印刻在她的脑海，有时老

人一个电话打过来，孙大姐甚至不需要翻查手

册就报出老人家的信息。

88岁的杨其生夫妇俩是一对低保户，没有生

育子女，去年春节前的一次探访中，老人家说很

想吃炸圆子，孙维平和队员们立刻回家把家里炸

好的圆子送上了门。“红大姐”的关心和熟悉的

“年味”让老人红了眼圈，“社区有了‘红大姐’，真

是我们老年人的福气啊。”杨老感慨地说。

针对独居老人、空巢老人的敲门探访成为

了“红大姐”志愿服务队每天的重点工作。“红大

姐”们每天排好班次，轮流上门查看老人情况，

根据需要为老人们打扫卫生、做顿可口饭菜，或

者陪他们聊聊天，有时好几天没看到老人家下

楼散步，她们就会上门问问情况。

“谁都有老的那一天，也希望通过我们的努

力，给家人朋友和邻居们做个榜样，在社区里形

成爱老扶老的氛围。”孙维平表示。

肥东县梁园镇
多措并举化解村级债务

星报讯（田禾 记者 赵汗青） 近年来，肥东县

梁园镇把化解村级债务作为重点工作，多措并举大

力推进。

据悉，该镇村级债务均是税改前产生的债务，

一部分为公益事业支出，如修建道路、教育、卫生、

计生、优抚五保等支出，占债务63.17%；另一部分为

村组干部工资、代缴税费款等支出，占债务36.83%。

在具体实施过程中，梁园镇主要通过化解旧

债、控制新债、发展集体经济等方式来化解债务。

对村级财务进行全面清理，将村集体资金委托镇三

资代理中心管理，实行新增债务责任追究制度。开

展清产核资，依据《关于开展做好村级财务账实核

查的实施方案》，由农经站牵头组织镇三资人员围

绕账实、账证、账账、账表“四相符”的要求，逐村核

资。发展壮大集体经济，通过抓产业发展，增加村

级集体经济收入化解村级债务。

“红大姐”揽起小区大事小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