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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评

如何进一步促进邻里之间的互动、
促进社区的融合与治理，已成为摆在城
市社区面前的现实考题。

“有交往就有邻里、有参与就会有
幸福”，以建立新的朋友圈、寻找新的交
往渠道、获得新的社区参与机会为工作
重点，发展居民相同的兴趣爱好，寻求
生活上的守望相助和情感上的认同支
持，将小区家园打造成社会生活共同
体。这样的新型邻里关系，在一些地方
取得了良好的治理效果。

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追求，让许
多人来到了城市。对于许多远离家乡
和亲人的新市民而言，社区成为他们
融入城市的主要渠道。美好的邻里关
系不会从天而降，需要居民们的建设
和参与。通过兴趣类社团、公益活
动、社区公共事务等社会联结纽带，
将小区塑造成为一个社区生活的共同
体，不仅能够让居民们的日常生活更
有品质，也能提升他们对集体的归属
感与认同感。

新邻老友 其乐更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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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言说得好，远亲不如
近邻，和谐的邻里关系关乎居
民幸福感。我们小区邻里关
系很好，130 多户就像一个和
谐的大家庭。”10月3日，大田
县玉凤社区牡丹新村住户、小
区业主委员会成员张发建聊
起家住的小区，话语中满满的
幸福感。

张发建说，在牡丹新村小
区，邻里是个有温度的词。赋
闲的老人清扫小区，自发维护
小区卫生；谁家遇到困难，大
家一齐帮忙；楼上漏水影响到
楼下住户，楼上住户立即找师
傅维修，双方有商有量，不推
诿扯皮。

风景 线

热心业主

牡丹新村建于2001年，已有20多年，
小区干净整洁，车辆停放有序，业主们纷
纷表示乐意居住在这里。

“小区建成我就搬进来了，在这住着
很舒服。我们小区虽然是老旧小区，但是
二手房源很抢手。一方面邻里关系和谐友
爱，环境好；另一方面，小区地处城区中心
区，周边又挨着幼儿园、小学和中学。”张
发建介绍。目前小区没有聘请物业，由居
民共同推荐 7 名热心肠的业主成立业主
委员会，义务负责处理小区的大小事务。
为了方便小区管理，每一梯再推荐一名梯
主，协助业主委员会开展各项工作。业主
委员会自治，降低了小区物业成本，普通
住户每年交物业费240元，部分下岗职工
住户每年交200元。这些物业费一部分用
于小区的卫生管理，一部分用于水电等公
摊费用。

今年57岁的蔡宝红是小区的第一批住
户，现在她是小区的保洁员兼门卫。之前，
小区聘请过一对夫妻担任保洁员和门卫，
一家子在门卫室居住，每月费用七八千元。
蔡宝红说，她原是县麻纺厂会计，起先义务
担任小区出纳，感到门卫费用太高了，不少
业主也提到这个问题。于是，大家商议解聘
了门卫夫妻，一时找不到合适的人，下岗在
家的蔡宝红顶岗，一直干到现在。

每个月2000元的工资，加上100元的
保洁用品采购费，她负责整个小区的卫生
保洁，每栋楼道楼梯每两个月用洗衣粉刷
洗一次，垃圾清运到垃圾场。“我每个月有
1000多元的退休金，老公也有工资，孩子
长大了自立，日子过得去，这里邻里间相
处得好，自己就当是为小区作贡献了。”蔡
宝红说。

蔡宝红家住4楼，孩子们怕爸妈爬楼
辛苦，一直建议他们换电梯房住，他们却
坚决不换。“我们住了几十年，小区里有很
多熟人，大家经常聚在一起聊天，每天日
子过得很舒适。”

在牡丹新村，有许许多多的业主像蔡
宝红一样是热心肠，甘愿为小区作贡献。

和睦新风

邻里间的温馨小事，彰显着邻里友
爱。在牡丹新村，邻里和睦，文明风气蔚然
成风。

“我们小区就像一个大家庭。”张发建
说。遇到谁家发现小孩没回家，家长在业
主群里一发，大家会主动回复，有的到楼
道帮忙查看，有的帮忙到小区调监控，就
像处理自家的事一样。

在小区经营饭店的一位业主介绍，有
一次，她看天气好，便把几张桌布拿出去清
洗晾晒，没想到天突然下雨，热心的业主不
仅帮忙收起来，雨停后还帮忙晒回原位。

之前，6号楼业主陈奶奶和张发建说
起，因为要到外地照顾儿媳坐月子，和她
居住一起的女儿工作忙，两个外孙一日三
餐没人照料。张发建听后，就发信息询问
谁有空乐意帮忙。同栋楼的一位业主出来
帮忙给两个小孩煮了一个多月的饭。陈奶
奶她们非常感激，事后包红包当作工资，
被邻居婉拒了。

“这个小区邻里关系好，基层治理成
效显著。”大田县玉凤社区党支部书记、主
任张丽美介绍。在牡丹新村，社区工作人
员到小区向居民发放移风易俗倡议书，宣
讲移风易俗的意义，倡导大家从自己做
起，从身边事做起，树立文明新风尚，得到
居民的普遍认可。

去年，小区业主葛建琴女儿零彩礼出
嫁。“女儿婚前，我们没讲多少聘金，全凭
男方心意，也明确给多少都当作嫁妆。”葛
建琴说。除了零彩礼，婚礼的习俗也从简。
她还介绍，女婿家人和邻里纷纷夸他们家

明事理，给男方省了好多事。女儿女婿懂
他们的用心，每到节假日都带着大包小包
回家，陪父母。

百家齐乐

百家宴一摆，百家成一家。从2007年
起，牡丹新村每年在小区大院内举办中秋
百家宴，期间因疫情防控等因素停过 5
届，至今已经举办12届。百家宴每户提供
2至3道拿手菜，以楼栋为单位，一两户聚
一桌。

“住户们在相互品尝美味佳肴的过程
中增进了彼此情感和友谊，也充分体现了

‘邻里一家亲’的传统美德。”张发建介绍。
百家宴最初源于7号楼，此前，每逢节假
日，7号楼业主们就几家一起在楼顶天台
聚餐。他们的邻里关系非常好，像亲友
一样，谁家有人生病了会互相探视，谁
家老人孩子需要照顾也会相互帮忙，
红白喜事有往来。他觉得这非常好，
就倡议在小区办百家宴，促进邻里
情，广大业主表示赞成。

宴席间，每家可以邀请亲友
参加，还穿插文艺表演和抽奖活
动。文艺表演丰富多彩，小区业主
积极登台，演出节目爆满，有很
多小朋友临时登台表演才艺。

“百家宴是我们小区的一
个特色，不仅有美食，还有精
彩的节目，增进了我们邻里
之间的情谊。”牡丹新村居
民施萍萍说。她在福州工
作，每年中秋节都特地赶
回大田，参加小区里的百
家宴。

在牡丹新村，以菜
为媒，百家共宴。百
家宴成为促进邻里和
谐的有效载体，用
最 具 烟 火 气 的 方
式，打破邻里关系
疏远的僵局，把一
个个温馨的小家
庭 串 成 和 睦 的
大家庭，营造出
与邻为友、与
邻为善、与邻
为乐的良好
社会风尚。

故事

把“叶叔叔”接回家

许 老 师 的 爱 人 叫 叶 雪
云。叶梦容是她的老乡，福州
永泰人。

叶梦容1939年3月出生在永
泰县的一个偏僻小山村，由于家
境贫寒，幼年时，父母被迫把他
卖给隔壁村的一户人家。养父母家
同样贫困，叶梦容六七岁时就当起
放牛娃。由于家庭贫寒，叶梦容30
多岁了仍没成家。1979 年，叶梦容
跟随许元林的岳父一家来到将乐县万
安镇林场，在这里安顿了下来。

叶梦容吃苦耐劳，每天日出而作、
日落而息，但上无长辈，又无财产，过着
基本的温饱生活，到了不惑之年，仍孑然
一身。

当时，叶雪云才六七岁，叶梦容把她当
成亲闺女，格外疼爱。去赶圩，经常给她买
玩具、零食，叶家人很感激，让小孩称叶梦容
作“叶叔叔”。

二十多年过去，叶雪云也已长大，2000年
5月跟许老师喜结连理。

2003 年8月，许老师从大源乡调到县城的
中学任教，岳父岳母当时已经70多岁，他们跟许
老师夫妇商量：叶叔叔一生无儿无女，身边没有
一个亲人，身体又不好，耳鸣眼花，他打小把雪云
当闺女，你们能不能把他带进城和你们一起生活？

“我们也知道这意味着什么，照顾一个老人，

一时容易一辈子却很难，何况我们自己也有父母，
可是真的不管，看着他孤苦伶仃一个人，心里却
怎么也过不去这道坎。”许元林先和父母做了沟
通，得到了父母的理解，再经过慎重思考，最后把
这事答应了下来。当年9月，他们就把叶梦容老人
接到县城一起生活。

二十年悉心照顾

叶梦容老人来到许老师家，融入了这个小家。
他一直小心自律，尽量做力所能及的事，常在家里做
做卫生，接送孩子。许老师一家子把他当成真正的
亲人，关爱有加。许元林为了避免爷爷和外公称呼
的尴尬，就让女儿称呼叶梦容老人“公公”。

叶梦容老人患有严重的白内障，医生说无法治
疗，他听力也很差，平时只能靠手势来交流，久而久
之，一家人对他简单的“手语”心领神会。

许老师说，他最内疚的是对不起自己的父母。
父母以前基本住在乡下老家，家里老宅年久失修，
有一年被洪水冲倒了，父母只好来城里跟叶老师一
家生活。

小套房面积不大，房间紧张。为了避免老人们
住一块，生活中出现尴尬局面，许老师就与妻子商量
在周边给父母租了一套房子居住，遇到父母生病，他
总是先安顿好老叶，再过去看望父母。

因长期卧床，不能活动，老叶身体虚弱，吃饭需
要人喂，连小便都没有知觉；由于胃肠蠕动慢，经常
大便干结，服用润肠泻下药，效果也不佳。看到老人
的痛苦，许老师就亲自用手去抠，这样的情况每周都
有一两次。

前些年，老叶感染新冠之际，许老师正在教高三
毕业班，他一下课就匆匆忙忙赶到医院拿药，晚自习
回来，就帮老人擦洗身子，再炖中草药，喂着老人喝，
直到老人身体好转，才安下心工作。

敬老爱心佳话传

二十年间，日子平淡而又温馨，许元林一家人
和和睦睦，其乐融融。叶梦容老人虽然前半辈子孤
苦无依、生活艰难，后半辈子却享受到了天伦之
乐。许元林教学繁忙，每周总要忙里偷闲扶着老人
到上河洲公园散步。

2017年春节，许老师一家带上老叶在省城福州
游玩了4天，老叶逢人就打着手势，伸出大拇指，指着
许老师夫妻，赞不绝口。

许老师爱生如子，一直以来，他坚持独创的
“三遍备课法”，每节课都准备充分、趣味横生，学
生们都非常喜欢。许多学子在他的指引下，考上了
心仪的学校。

2023年9月9日，叶梦容老人面容安详地离开人
世，享年85岁。老人走时，许元林老师泣不成声：“如
果来生有缘，希望我们能再见！”

许元林：

二十年如一日敬老孝亲
●郑承光 李祖发 文/图

将乐一中历史教师许元林二十年如一日，精心照顾
与他没有血缘关系的孤寡老人叶梦容，为老人尽了20年
的孝。“不是亲人胜似亲人”，这件事在闽北被传为佳话。

近日，笔者在将乐县古镛镇龙池社区居委会找到许
老师，听许老师讲起了他与叶梦容的一段情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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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元林（左一）一家人带着叶梦容（右二）到福州旅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