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连日来，成群结队
的天鹅、大雁、野鸭、白
骨顶鸡等珍禽在金湖
县高邮湖湿地嬉水、翱
翔。近年来，金湖县加
大生态环境保护，生态
环境得到持续改善，日
益成为野生物种生存
繁衍的天堂。

■通讯员 梁德斌

本报讯 “辖区内的老旧小区多，为了

能给居住在老城区的居民提供一个干净卫

生的居住环境，社区网格长和小区微网格

长发挥了大作用。”清江浦区闸口街道城河

社区党委书记刘庆丽说，为了长效管理好

社区各项工作，社区探索推出的“网格长+

微网格长”模式在辖区全面推广，在美化小

区环境方面更是发挥了优势。

26岁的韩雪，大学一毕业就来到城河

社区工作，如今是社区的优秀网格长，主要

负责7号网格的新民小区。每天上下午,

韩雪都会去小区查看卫生情况，督促并叮

嘱小区物业保洁人员一定要把小区卫生死

角打扫干净、垃圾桶要刷洗干净……最近，

她忙着小区公益宣传栏上的健康卫生知识

宣传的事情，第一时间把冬季健康卫生知

识内容更新好，及时提醒居民们关注个人

日常健康。

“小区卫生工作需要长效性管理，我们

平时一直在推进。”韩雪说，为了延伸服务

触角，她在新民小区吸纳发展了12名微网

格长，多为小区内的退休老党员和热心服

务群众的居民。微网格长就近服务所在楼

栋，除了传达民情民意外，还主动承担起楼

栋卫生检查及提醒、督促居民有序停放车

辆、楼道卫生整治等工作。让韩雪感动的

是，小区居民十分理解及配合她和微网格

长及物业的各项工作。

“小区是我家，卫生靠大家。”刘庆丽介

绍，城河社区11个老旧小区多为社区托管

小区类型，除了社区专业保洁员负责打扫

卫生和托运垃圾外，社区网格长和微网格

长在美化社区环境方面发挥了大作用。社

区有7位工作人员是社区网格长，每个网

格长均吸纳组建了自己的微网格长队伍，

共同努力，不断提升社区卫生环境，为大家

居住环境助力加码。

■融媒体记者 秦艳艳 通讯员 崔洁

小区是我家 卫生靠大家
城河社区“网格长+微网格长”携手美化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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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坐啊，不要站着。”“吃个橘子吧，要不要喝

开水？”……年近七旬的朱同新是一名党龄超过40年

的退役军人，近日，记者见到他时，他正满脸笑意，不

停地招呼淮安新奥燃气有限公司的几位工作人员。

“不用，老爹您坐。我给你家的管道测个压，看看管道

密封性如何，很快就好。”淮安新奥燃气有限公司工作

人员笑着回答，同时扶着朱同新坐在一旁。

“朱老爹家生活比较困难，特别是2017年朱老爹

突发脑梗，落下了严重后遗症，腰部以下行动不便，无

法从事体力劳动。”清江浦区钵池街道马庄社区党委副

书记徐祥一早便来到了朱同新的住处，帮忙张罗通燃

气的各项事宜，他告诉记者，“之前社区组织统一通燃

气时，正好是朱老爹患病前后，所以他家就错过了。”

“真的是解了老爹的燃眉之急了！最近天气一天

天冷了，没有燃气给朱老爹一家生活带来了很大不

便。”徐祥正在门外帮新奥燃气有限公司的工作人员

将一套全新的灶具搬进屋内，“很感谢新奥燃气有限

公司伸出援手，工作人员跑了好几趟。不仅解决了通

燃气的问题，更考虑到朱老爹的实际情况，给出了最

大限度的帮扶政策。”

不一会，燃气管道已经接好并通过了安全测试，

灶具也已经调试完毕。新奥燃气有限公司的工作人

员整理好灶台上的杂物，将朱同新扶到灶台旁，向他演

示燃气阀门和灶具的使用方法，并讲解注意事项。工

作人员在和朱同新讲解燃气使用的注意事项时特别强

调：“您在使用过程中，有什么疑问随时和我联系，或者

联系我们公司，我们一定第一时间给您解决问题。”

“叮叮叮”三声过后，蓝色的火苗上下飞舞，燃气

通了。看着整洁的灶台、崭新的灶具、飞舞的火苗，朱

同新的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临走时，新奥燃气有限公司工作人员要了朱同新

家的联系方式，并一再嘱咐他注意用气安全。“很感谢

你们！不管是社区，还是燃气公司，真的是在解民忧、

办实事，我感到很温暖！”朱同新握着工作人员的手不

停道谢。

近年来，淮安新奥燃气有限公司勇担社会责任，

推出针对困难群众的各项优惠政策，用心用情解民

忧，尽心尽力办实事。在实际工作中，该公司始终把

客户放在第一位，将政策送到群众家里，把服务送到

群众心里，解决每一位客户的燃眉之急。

■通讯员 付雅萌 融媒体记者 张桐恺 陈大铭

“张浩是我们救助管理站今年第28个

找到家人的无名氏。”市救助管理站甄别科

科长姚玉能感慨道，在这28个无名氏的背

后，有着常人难以想象的辛苦付出。姚玉

能的记忆被拉回到14年前，张浩独自流浪

至淮安晕倒在路边，幸被好心路人发现报

了警，随后张浩被民警送到了市救助管理

站。刚送来的时候，张浩精神状态很不好，

救助管理站工作人员只好先将他送至医院

接受治疗。

在医院治疗期间，救助管理站一直没

有放弃为张浩寻找家人。“我们通过公安人

脸识别、DNA比对、寻亲网等，什么方法都

试了，始终一无所获，最后的希望只能回到

张浩本人的身上。”姚玉能说，十几年来，他

们每次去找张浩问询，不管问什么，张浩就

是不说话，直到今年，张浩经过治疗有了明

显的好转，姚玉能才和他真正说上第一句

话。本以为终于迎来了转机，可在张浩张

口的那一刻，瞬间浇灭了所有人的希望，没

有一个人能听懂张浩说的是什么。姚玉能

没有放弃，“只要张嘴就好办，多问问总能

得到一些有用的信息。”就这样，姚玉能每

次去医院都会和张浩聊上很久，熟识之后，

张浩越来越愿意与其交流，可是他的语言

依然表达不清，但细心的姚玉能还是从中

听出了张浩的宿迁口音。“听出宿迁口音，

就基本能确定他是宿迁人，这是我们十几

年来得到的第一个有用信息。”姚玉能说。

后来在一次问询过程中，姚玉能无意

中发现，张浩竟在纸上写写画画，“虽然写

得很潦草，但能看出来写的是汉字，字还能

一个一个写成一排。当时就有了一个想

法，既然说不出来，何不试试让他写出来？”

于是，在之后的每一次问询中，姚玉能都会

给张浩带一张纸和一支笔。就这样十几次

问询下来，厚厚的一沓白纸上写了上百个

地名和人名，如何从这些地名和人名中筛

选出正确答案，成了姚玉能每天的工作。

凭借着多年的寻亲经验，姚玉能从上

百个地名中最终整理出数十个地名，随后

联系当地派出所，将整理出张浩所写的人

名发了过去，请对方帮忙查找当地是否有

这些人。经过几个月的努力，终于有了收

获，宿迁市皂河镇王圩村张明（化名）家中

最小的弟弟在16年前走失，皂河、王圩、张

明等信息都和张浩写的对上了，当姚玉能

将张浩的照片发给对方辨认，张明一眼就

认出照片里的人就是他走失的弟弟。

11月10日早晨，救助管理站工作人员

给张浩换了身新衣服，还贴心地将他的衣

物和日常需要吃的药打包好，带着张浩奔

向那个他离开了16年的家。

当市救助管理站的救助车开进皂河镇

王圩村，张浩的家人都来到村口迎接。张

明说，他们家兄弟四个，张浩是最小的弟

弟，小时候弟弟也和正常人一样，就是在高

二的时候生了一场病，之后越来越严重，精

神也出现了问题。十六年前，弟弟走失的

时候父母都还健在，可如今两位老人已相

继去世，“我们找了他16年，父母在临终前

还惦记着这个最小的儿子，叮嘱我们一定

要找到他。现在弟弟终于回来了，父母却

已经不在了。”张明说着眼眶泛起了红。

一家人终于在十六年后，在家门口拍

下了一张完整的全家福。临别时，张明代

表家人给淮安市救助管理站送上一面锦

旗，锦旗上写着“兄弟失散愁多年 终得团

聚谢党恩”。

张浩与家人团圆的故事，只是市救助

管理站大爱寻亲的一个小小缩影。面对一

个个好不容易得到的碎片化信息，他们“抽

丝剥茧”，从一个个细微的地方发现蛛丝马

迹，为无数流浪走失人员寻找到温暖的回

家路。寻亲之路，走得很艰难，但他们用大

爱之心，始终坚持，从未放弃。

一百多公里的路，他走了十六年……
——市救助管理站“抽丝剥茧”帮寻亲的故事

从淮安市救助管理站到宿迁市皂河镇王圩村，一百多公里的路，并不算遥远。但对走失人员张
浩（化名）来说，这段路他却走了十六年。走失时，他还是刚刚读完高中的少年，如今再回家，早已不
是当年那个年轻的脸庞，可即使如此，当张浩从车上被搀下，在村口等候的家人还是一眼就认出了
他，“是他，是他！终于找到了！”张浩的家人喜极而泣，每个人的眼里满是相逢的喜悦与久别的泪水。

■融媒体记者 王磊 通讯员 崔士云 张春祥

本报讯 11月9日下午，市给排水中心党支部

组织全体党员赴淮安市党史陈列馆，开展“重温光辉

历程 传承红色精神”实境课堂活动，继承和发扬党的

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

在淮安市党史陈列馆内，党员们学习了解了中国

共产党领导淮安人民不懈奋斗并取得胜利的光辉历

程。一幅幅历史图片，一个个革命故事，一位位英雄

人物，让在场的每一名党员都深受触动。“正是革命先

烈们不怕流血、不怕牺牲，时刻牢记并践行着‘为中国

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才有了

今天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该中心一位党员动情地

说道。

本次活动通过“走出去”“实践式”的学习方法增

强党员干部学习体验，强化学习效果，不断增强理论

学习的吸引力和感召力，让全体党员深受鼓舞和启

发，进一步坚定中心党员干部的理想信念。大家纷纷

表示，要以先辈们为榜样，学习他们在艰苦条件下奋

勇拼搏的精神和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的坚定

信念，筑牢信仰之基，补足精神之钙，在今后的工作

中，将以更加饱满、奋进的精神状态完成工作，努力展

现住建人的新形象、新担当、新作为。

■通讯员 陶雪 融媒体记者 孔雪

市给排水中心

开展实境课堂活动

他们的暖心之举
温暖老人的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