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亮点

明溪县雪峰镇城南社区党支部书记邓
美玲近日介绍，几任社区书记都注重加强
与县、镇残联的联系，加强社区残协组织阵
地建设。这里的残协常设工作人员两人，邓
美玲兼任残协主席。社区创新“113”志愿服
务机制，结合“365”近邻党建品牌，通过完
善的组织架构，灵活的人员调配，帮扶好本
社区及其他社区的残疾居民。

“两个‘1’分别指一个平台和一个时间
段。社区这个服务平台划分为五个大网格，
再按每 40 到 50 户细分小网格，由在职党
员、居民代表、联建联创单位志愿者等组成
网格志愿服务队伍，做好日常入户、帮扶等
志愿服务。”“3”指“关爱留守儿童”“帮扶空
巢老人”“服务困难群众”三支志愿服务队，
成员动态流动，广泛吸收社会各界爱心人
士。根据入户走访得来的反馈信息，各志愿
队成员在社区的安排下发挥自己的能力特
长、职业优势，帮助不同需求的人群。

配齐硬件设施，打造快乐之家，城南社
区大家庭处处体现着对残疾居民的关爱。
社区服务点设立“福乐书屋”“福乐健身
站”、辅具共享服务站等场所，让残疾朋友
把满意带走，将笑声留下。

“福乐书屋”由两列书橱和一个大型阅
览室组成，藏书6000 余册，大多数由福建
师范学院捐赠，图书种类涵盖时政、经济、
政策解读、美食、体育、小说等各领域，在小
小的社区打造了一方求知的小天地。藏书
中单列 20 册盲文书籍，满足盲障居民需
求，书屋还配有两台盲人语音阅读电脑。

“福乐健身站”除开设球类运动、器材
运动、棋类等健身活动项目外，内设的8台
具备复健功能的健身设备深受残疾居民的
喜爱。

康复协调员林锦负责做好建档立卡、
协助复健等工作。“当然，场所也可以作为
普通健身房供居民使用。”林锦说。

2021年，全县首家辅具共享服务站在
城南社区设立。至今，翻开站内的借用手
册，记录已是厚厚一叠。曾有人激动地电话
咨询邓美玲：“听说你们那里有共享残疾人
辅具？社区的居民真幸福！”

邓美玲也发现，残疾人还往往是沟通
表达的弱者，他们或者因为智力残疾、听力
残疾等表达不便，或者不善于反映问题、寻
求帮助。这就需要社区人员根据“全面摸
排、不落一户”工作要求，常态化入户走访，
符合低保户标准的残疾人“应保尽保”，按
政策该发放的资金不少一笔，能够预见到
的需求一样不落。聋哑居民用纸笔交流，不
认字的找来亲人翻译，总的原则是全力把
工作做到位。

社区一对正在上小学的双胞胎姐妹，姐
姐从小腿部残疾，母亲又在2021年患癌。经
申请，她们家被列为低保户。社区携手联建
联创单位明溪县供电公司对姐妹俩结对帮
扶，“六一”节，为一人买了书包，一人买了鞋
子，满足了她们的“微心愿”。辖区一户低保
户夫妇被安置在城北社区箭岗小区，夫妻两
人或聋或哑。因为菜地划分和邻居起了冲
突，却支支吾吾“有苦说不出”，急得差点直
接用拳头说话。邓美玲协同城北社区工作
人员共同调解，耐心说理，才避免了矛盾激
化。残障夫妻二人既说了理，又暖了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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霸占楼道堆杂物

5 月16 日，记者在三元区新泉路
口某小区看到，不少楼梯间、楼道堆放
了杂物，甚至用来晾衣服。其中，在这
个小区的9幢楼道内，不仅堆放了多
个不同规格的鞋架、桌子和自行车，
而且在 15 楼防火门内外两侧堆积着
大量的纸板、纸盒、塑料袋、鸡蛋盒
等易燃物，还放置木凳、衣帽架、雨
衣、雨伞等日常生活用品。

“这里由于没有地下室，很多居
民就把杂物放在楼道内。一个住户这
样做，其他居民也纷纷仿效，楼道就
变得愈加狭窄。俗话说，远亲不如近
邻，可这样的楼道却让邻里之间少了
几分亲近。”辛女士对记者无奈地说。

辛女士所讲的情况并非个例，记
者走访了三元区多个小区发现，公共
楼道被占用的情况，在其他小区也不
同程度地存在着。特别是在上世纪八
九十年代建造的居民楼，楼道内乱堆
放的杂物五花八门，纸箱、花盆等应有
尽有。

霸占楼道者多是为了节省自家空
间，但堆积在楼道内的易燃物，遇到火
星极易着火。一旦发生火灾，杂乱拥堵
的楼道影响逃生和救援，极易造成人
员被困。当记者说到此类问题时，一些
住户却不以为然：“只是在楼梯间堆放
点小杂物，过了这么久，也没见出什么
事，小题大做了 。”

对于楼道内存在的不文明现象，
一些社区工作人员坦言，他们也很头

疼。“大家都知道防火通道被堵隐患太
大了，但有些住户不大愿意把楼道让
出来，说是上下有电梯，用不着楼道，
放在自家门口没妨碍到别家。我们没
有执法权，只能告知、劝说，也不敢轻
易把东西给挪走。”一位小区物业管理
人员对记者表示。

“一般来说，邻居们即使有意见，
也是悄悄投诉，说多了怕伤情面，更
怕碰到无赖霸蛮邻居。即使个别较真
的邻居，也是找物业或者居委会投
诉，很少走法律途径，因为耗时长、
见效慢。”有居民向记者表达了自己
的看法。

安全更需文明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明确规
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损坏、挪用或
者擅自拆除、停用消防设施、器材，不
得埋压、圈占、遮挡消火栓或者占用防
火间距，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
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人员密集
场所的门窗不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
救援的障碍物。”

今年以来，三元区消防救援大队
开展“四清一查”和清理消防通道专项
活动，在全市商场、酒店、医院、住宅区
等 200 部电梯内的 LED 屏进行全天
候、不间断地滚动播放消防公益广告，
进一步提升民众消防安全意识。

今年 5 月，在消防大队的指导
下，物业公司在吉祥福邸等多个小区
安装试行了电梯专用电动车 AI 告警
阻车系统，通过对电动车精确检测、

分析识别，实时预警电梯厢内电动车
闯入，控制电梯停止运行。当有人把
一辆电动车推进电梯时，电梯就会敏
锐识别并立即发出报警声，利用技
防手段防范电动车进电梯，将消防
安全隐患拒之门外。一旦遭遇火情，
畅通的楼道、完好有效的建筑消防设
施，有利于人群迅速疏散，及时实施
救援。

消防通道，更需要有文明同行。治
理楼道杂物等问题，需居民自律与物
业、社区服务齐作为，才能营造出和谐
有序的居住区消防安全环境。

把消防通道还给安全与文明
●全媒体记者 吴佳霖 通讯员 李 彬 文/图

孤勇者为利他

“早在 2021 年，我们就开始从事
公益救援了。”孤勇者应急救援中心负
责人叶礼星说，“最初，我和身边的几
个朋友凭着‘服务坂面、服务社会’的
一腔孤勇，自发开展公益寻人等救援
活动。由于不是正规组织，大家便自嘲
为‘野人救援队’。”“一开始，质疑的声
音可不少，还有人觉得我们的救援要
收费，都不敢找我们帮忙。”孤勇者应
急救援中心总队长李茂庚，在坂面镇
经营一家汽车修理厂，他回忆说。

有一次，李茂庚参与紧急寻人，好
几天都不在厂里，有老客户多次联系
他修车未果，批评他不务正业。“我们
是通过行动，得到大家认可的。”这些
年来，常有车辆不慎掉进路坎请求救
援，遇到这种情况，李茂庚都会第一时
间通知队员，带上绞盘等装备，驾驶越
野车赶赴现场，帮助车主脱困。“在我
参与救援的车主里，就有不少老客户，
将心比心，现在他们已经非常理解和

支持我的工作了。”李茂庚说。
还有队员罗宗圣，起初因妻子反

对，他只好瞒着家人偷偷加入救援队，
甚至连自掏腰包购买的救援服，都不
敢拿回家中。后来，看到丈夫干了这么
有意义的事情，收获了这么多群众感
谢，罗宗圣的妻子也选择了默默支持。

“何不组建一个民间救援中心？”民间
救援组织是官方救援力量的有益补
充，在坂面镇派出所所长杨振兴的牵
线搭桥下，坂面镇党委、政府帮助对接
尤溪县应急局，2023年9月，尤溪县孤
勇者应急救援中心正式成立。

用行动说话

这些年来，随着各行各业能人的
加入，救援队伍日益壮大，现有成员79
名，平均年龄仅 30 多岁。救援中心成
立之初，面临资金及救援装备紧缺等
问题。为此，队员们自筹了 2 万多元，
李茂庚和叶礼星分别捐了一辆小车，

作为队员日常救援使用；尤溪县应急
局出资配备无人机、睡袋等装备；坂面
镇政府提供蓬莱社区作为队员日常集
合及物资存放地点，引导动员坂面镇
商会和乡贤为救援中心捐资捐物。此
外，队员们积极参加应急救护培训、防
汛综合演练等活动，学习山地、道路、
水上等救援技能，不断提高应急救援
保障能力。

去年8 月28 日下午，坂面镇下川
村一农妇带着 11 岁的孙子上山采红
菇，久未归家，家人报警求助。当晚，救
援中心“机动部队”全体成员出动，配
合派出所民警进山搜寻。经过两个多
小时的搜寻，终于在深山密林发现被
马蜂围攻的祖孙二人。野生马蜂凶猛，
队员们没有防护装备，便第一时间拨
打119和120电话，配合消防员展开救
援。事发地山高路远，救护车只能停在
距离最近的路边等待，队员卓家松二
话没说，背起不省人事的孩子就往山
下赶，他靠着微弱的手电光，在荆棘密

布的山林里蹚路，脸上、身上被树枝刮
破了好几处。

“当时只想着救人，快点把孩子送
上救护车。”顺利将孩子送达的那一
刻，卓家松紧绷的神经终于得到了放
松，全身都被汗水浸湿了。然而，由
于中毒时间过长，祖孙二人均没能抢
救回来，看着泣不成声的家属，队员
们也深受打击。为避免类似事件再次
发生，他们决心铲除马蜂窝。队员朱
家伟是当地护农狩猎队队长，深谙山
林情况，他和李茂庚、朱兴涛等队员
一起上山，在做好个人防护的基础
上，对坂面镇已发现的野生马蜂窝进
行彻底清理。

“孤勇者”做的事情，远不止这些。
在尤溪，像“孤勇者”这样的民间公益
救援中心共有 4 家，他们不仅共享救
援装备，人手不足时，还会合作展开救
援。“服务他人，快乐自己。只要社会需
要，全国各地的救援行动，我们都愿意
参加。”队员们说。

道义

公益救援一路同行
●尤溪记者站 王 琨 通讯员 蔡昌源 文/图

救援队员在抢险救援现场

楼道里堆了杂物

社区残障服务中心

尤溪县孤勇者应急救
援中心成立于2023年9月
18日，是在尤溪县应急局
注册备案的民间公益救援
组织，由坂面镇干部群众
自发组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