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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有事 言 一 声

她，是小区居民的“公共保健师”

□记者 付璇

近日，外地媒体对杭州市几
个有人工湖、喷泉景观的小区进
行实地采访，发现不少原本湖水
荡漾、泉水潺潺的小区,业主入住
几年后却泉水干涸、湖水变色，一
时间引起不少读者和网友的关
注。那么我市一些拥有喷泉或人
工湖的小区是否风采依旧呢？记
者走访我市多个小区了解情况。

香港城小区

记者目击：11日上午，我们在
涧西区香港城小区看到，广场上
的喷泉没有开放，呈阶梯状的喷
泉池也是干涸的，但池内很干净，
保洁人员正在打扫喷泉池。

喷泉池边围坐了不少带孩子
玩耍的家长，一位老人不经意的
举动引起了记者的注意，一个坐
在婴儿车内的孩子要小便，老人
便把喷泉池当成孩子的便池。

业主观点：在入住快一年的
杨先生的印象中，喷泉大多数时
间都是休眠状态。“喷泉开不开倒
也无所谓，只要物业把服务做好
就行。”杨先生说。

一位老人说，过节时喷泉一
般都开，夏季开的时间也相对多
一些，但不论开或不开，物业对喷
泉池的日常清理工作都做得很到
位。

物业说法：小区物业负责人
坦言，小区的喷泉他们并不是不
想开也不是开不起，只是开放时
出现的种种不文明现象让他们太

“揪心”，才无奈减少开放时间。
该负责人表示，虽然池边立

着警示牌，但孩子们跳入池中玩
耍、业主在池水中洗拖把等现象
仍屡见不鲜，而一旦孩子在玩耍
中出现意外更会加深物业与业
主的矛盾。

顺驰第一大街2期小区

记者目击：小区内一条鹅卵
石铺成的河道及两个水池为干涸
状态，但池底清理得很干净。有
水的池子水呈绿色，水底还有青
苔等物。

业主观点：一位业主说，鹅卵
石铺成的河道已干涸快两年了，
虽然物业每天都派人清理有水的
或已经干涸的池子，但水貌似换

得不是很勤。“总觉得池子里的水
不干净，我从不让孩子摸池子里
的水。”一位女士说。

物业说法：小区物业负责人
告诉我们，鹅卵石河道干涸其实
是应部分业主的要求，由于河道
紧挨部分业主窗户，夏季有水易
滋生蚊虫，两个干涸的池子则是
由于底部漏水正在申请维修。

该负责人表示，小区湖水半
个月更换一次，每天都有保洁人
员打捞清理，但由于是死水，水
底及石块上易生青苔等物。“夏
季可通过暴晒等方式清理，其他
季节清理起来就比较困难。”该
负责人说。

勤政苑A、B区

记者目击：“ 快 快 ，捞 上 来
了！”当我们来到勤政苑B区时，两
个孩子正趴在岸边用自制的网从
小区湖中“捞鱼”。走访发现，两
个小区的湖水颜色总体偏绿，湖
面不时飘来水草等物。

业主观点：一位业主表示，
平时可以见到物业对湖水打捞
清理，虽然湖水颜色偏绿，但并
不觉得脏。一位 75 岁的老人
认为，物业应对部分业主用湖
水洗地毯、拖把等不文明行为
多加管理。

物业说法：小区物业负责人
表示，这两个小区的湖水其实均为
活水，因此才会有漂浮的水草出
现，对于部分业主用湖水洗拖把、
地毯等不文明行为，该负责人表示
很无奈，“物业可以劝阻，但不能采取
强制措施，遇到这种情况时我们左
右为难”。

该负责人称物业会在每天下
午派专人打捞和清理湖中杂物，
他希望一些业主能为小区整体环
境着想，不要再在湖中清洗物品，
因为洗衣粉等洗涤剂会对湖水造
成污染。

■记者手记 走访了多个有
喷泉、人工湖等景观的小区后我
们发现，部分小区的这些景观与
业主最初入住时相比出现了不同
程度的“折扣”。

小区本是业主的家，风景美了
住着也舒心。希望物业切实做好
服务，业主也要提高主人翁意识，
大家共同努力，让小区的喷泉、
人工湖发挥其应有的 作 用 ，让
我们的家更漂亮。

□记者 马文双

14日，广融之约·洛阳晚报首

届社区文化行第24站将走进涧西
区南昌路办事处六冶社区。届时，
除了为您奉献一场精彩的文艺演
出和提供旧报回收、现场订报等便
民服务外，还将组织亲子互动游戏
和创意生活小妙招问答游戏。

本站社区文化行活动中，初三
学生祝虞尧将为您献上精彩的架
子鼓表演。他曾在今年8月初赴
北京参加“第六届辉煌中国全国艺
术精英电视盛典活动”大赛，荣获

初中组西洋乐比赛金奖。
本次活动，有精彩的演出，有丰

富的便民服务，我们期待您的参与。
活动时间：14日上午9：30至

11：00，下午3:30至5：00。
活动地点：涧西区南昌路办事

处六冶社区瀛洲新村小区（天津路
与浅井西路交叉口）。

乘车路线：乘11路、70路、31
路公交车到天津路与浅井西路口
站下车。

每天找她按摩的人排
成队

昨日上午9点多钟，在涧西区
景华路一拖家属院八号社区院内，
67岁的姚如燕正在为街坊们做推
拿按摩，只见她手掌和手背交替

“上阵”，动作连贯娴熟。头部、颈
部、背部……最后到脚踝，一套全
身按摩用了近一个小时，姚如燕一
刻也没有休息，额头上布满了细密
的汗珠，而她身后还有8位老人在
排队等待。

由于常年为人按摩，姚如燕的
双手早已磨出厚厚的茧子，右手手
背的关节处磨得发亮生茧，食指、
中指和无名指的指甲已经变形，明
显比左手要厚四五倍，手腕处也有
一层厚厚的茧子。

“按摩店里像这样按摩一次收
费15元，姚师傅从来不收一分钱。”
正在排队的71岁的尤光太说，姚如
燕不仅技术好，而且不收费，每天
上午找她按摩的人都排成队。

自掏腰包购置按摩
床，上门服务从不图回报

姚如燕说，按摩推拿技术是她
自学的，原本是为了给自己治病。

1996年，已退休的姚如燕经常
失眠，小病不断。一天，她看到电视
上有一档讲授按摩推拿治疗的健康

节目，觉得挺有意思，就用纸笔记下

方法，坚持自我按摩，３个多月后，

身上的小毛病竟然消失了。
“看到身边一些老年人也有腰

酸腿疼、夜里失眠的毛病，我就想
让他们也试试按摩治疗法。”姚如
燕说，经过一段时间的按摩，不少
街坊反映效果挺好，找她的人也越
来越多，她就坚持为大伙按摩，到
现在已经16年了。

今年5月，街坊尤光太70多
岁的老伴因病浑身僵疼，不能动
弹。得知情况后，姚如燕便每天早
晚两次上门为尤光太的老伴按摩，
一按就是3个月。

平时，姚如燕的按摩点就在社区
院内，她会贴心地在石墩子上铺两层
硬纸板和一个棉坐垫，还从家里搬来
小凳子让等候的老人坐着休息。

姚如燕的家只有52平方米，
站上4个人就转不过来身。即使
如此，她还是购买了一张按摩床，
冬天或刮风下雨天，便让街坊们到
家里按摩。

“我活了这么大，还没见过这
么好的人！”尤光太说，为了表示感
谢，他曾经买了礼物上门道谢，但
前脚刚走，姚如燕后脚就把礼物送
了回去。

曾有人劝姚如燕，多少收点
钱，哪怕一次2元，也让前来按摩
的人感到心安。姚如燕却说：“街
坊邻居就像家人一样，我有这个技

术，能帮就帮点，既服务了别人，又
快乐了自己，怎能收费。”

热心老太乐助人，感
动尽在点滴间

尤光太说，姚如燕是个热心
肠，走到哪儿，好事做到哪儿。

八号社区是个老社区，部分路面
坑洼不平，姚如燕就自己买来水泥、
沙子，修补松动的地砖。遇到下雨天
路面低洼处积水，她便拿上水桶，清
理坑里的积水，以方便大家走路。

夏天，姚如燕看到进城卖瓜果蔬
菜的农民冒着酷暑，连口水都喝不上，
就每天给他们送水解渴，周一到周五
每天送2壶，双休日每天送4壶。

公交车上，她看到一女士因晕
车呕吐不止，当即为其按摩起来。

八号社区老年人较多，为了丰
富他们的生活，今年夏天，姚如燕
特意购买了一台电视机，每天晚上
搬到楼下为大家播放按摩视频，并
免费传授保健诀窍。

刚过去的双节长假，姚如燕背
着凳子到白马寺大门前广场，为来
洛游客免费按摩……

“每天都要花这么长时间为别
人按摩，您不累吗？”记者问。

“街坊邻居就是我的家人，为
家人服务，就感觉不到累了。”姚如
燕说，一个人如果只想着自己的
话，圈圈太小了；多为别人着想，心
胸就开阔了，人也就快乐了。

67岁老太姚如燕，16年如一日义务为街坊邻居按摩推拿、传授保健诀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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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子互动游戏期待您参与

记者探访发现，入住几年后，一些
小区的景观与刚入住时相比有不
同程度的“折扣”

□见习记者 牛鹏远 文/图

67岁的姚如燕是涧西区
景华路一拖家属院八号社区
居民，16 年来，无论寒暑，她
坚持义务为附近居民推拿按
摩，传授保健诀窍，成了大家
的“公共保健师”。常年推拿
按摩让姚如燕的双手布满老
茧，她却笑着说：“街坊邻居
就是我的家人，为家人服务，
我很开心。” 姚如燕身后，找她按摩的街坊排成队。

新奥华油燃气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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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日碧波荡漾
如今池水干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