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9A2013年11月5日 星期二 编辑／孙晓华 校对／廖杨 组版／莉莉

洛阳·城事

□记者 刘亮 见习记者 魏巍 通讯
员 吴会菊/文 见习记者 杜卿/图

汝阳县上店镇庙岭村有一个叫高
家村的自然村，这个村子只有12户50
多口人，年轻人多外出打工挣钱，剩下
老人和妇女留守家园。今年干旱肆虐，
这些留守的老人和妇女为了解决吃水
难问题，主动组建了一支打井队自救。

吃水难，妇女老人自发组建打井队

高绪今年60岁，3个孩子都在浙
江打工，他和老伴在家里带孙子。从
去年开始，村子里就缺水，大家只能到
村子周边的几个小水坑挑水喝。高绪
说：“那些水不干净，牛和羊也经常喝，
这样总不是个办法。”

今年上半年，村子里的人开始到
相邻的自然村场方村拉水喝，他们用
三轮车拉回一桶水，省吃俭用能用上
两三天。一个月前，高家村得到了水
利部门和镇政府的一笔安全饮水应急

资金。“不能总到其他村子拉水喝！”于
是，除了这笔应急资金，每户村民又
自发地出了100元钱，买了电钻等工
具，一群年过半百的老人、妇女组成
了一支打井队，开始自己打井解决吃
水难问题。

真厉害，齐心协力要挖20米深井

10月31日下午，洛阳晚报记者在
高家村看到一口直径约3米、深约14
米的井已经有水渗出。高绪说：“全村
人都很支持打井，我今年60岁，这一个

月下来，感觉腰都要累断了，但能打出
水来，感觉没有白干。”

高绪说，他们一般有7个人作业，
5个人下井铲土、挖石头、盘电线，2个
人在井外开机器、拉土。洛阳晚报记
者看到，这口井距井口5米以下全部
是石块。村民说，这些石块全是他们
一点儿一点儿用电钻钻开敲碎，再运
出来的。

“现在虽然井出水了，但工程还没
结束，我们打算打20米深的水井，一定
要解决村子里的吃水难问题。”高绪说。

在汝阳县上店镇一个只有12户人家的自然村，年轻人多外出打工，
老人和妇女们面对干旱不气馁——

吃水难，咱就组建打井队自救！

□记者 王晓丹 文/图

“中侨绿城社区共有居民4000多
户1.5万人，是我市目前最大的社会型社
区之一。”田林生说，他到社区工作后，
看着住在一栋楼的居民从不打招呼，
他就想着如何用爱心将大家连起来。

田林生绞尽脑汁，想到了一个
好办法——在社区开办“爱心驿站”。

2011年9月，办事处投资20多万
元，在社区现有办公场地开辟了一间
45平方米的屋子，里面放有仓储式货
架、便民服务柜、电脑、消毒柜等物
品。同年11月，“爱心驿站”挂牌成立。

“爱心驿站”如何运转？田林生通
过多次走访，选择了3种途径：“爱心
物品互换”，即通过网络以及每月在社
区广场组织一次物品互换，号召居民
将自家闲置且能再次使用的物品进
行互换；“爱心服务互换”，社区建立
爱心手册，收集有维修、水电等特长
居民的姓名和联系方式，为社区其他
居民提供义务服务，当其本人需要帮
助时，可由他人对其进行义务帮助；

“爱心服务与爱心物品互换”，生活条
件相对困难的居民参与社区各项志
愿服务活动，社区按实际情况给予相
应物质上的奖励。

两年来，一些社会志愿者和社区
志愿者主动将家中的闲置物品拿到

“爱心驿站”，送给有需要的居民。如
今，社区共有1000多名居民成了“爱
心驿站”的志愿者。

■人物心声：和居民打交道其实
很烦琐，因为每家的实际情况不一
样。我要在工作中不断探索和学习，
让居民满意是我最大的心愿。

■记者感言：社区工作千丝万缕，
作为社区的工作人员，田林生设身处
地为居民着想，让爱在社区生根发芽、
遍地开花。

□记者 赵硕 文/图

不久前，在江苏常州举行的第八
届中国花卉博览会（简称“花博会”）
上，河南馆“镇馆之宝”——洛阳牡丹
真花艺术作品《国色天香》获得银奖。

昨日，洛阳晚报记者在河南林业职
业学院见到了洛阳牡丹真花艺术作品
创始人、《国色天香》的创作者任雪玲。

“猛地看上去，《国色天香》跟普通
的国画没什么区别，但等解说员说出
《国色天香》中的牡丹全部由真花朵、
真枝叶制作而成后，参观者纷纷凑
上前观看，惊讶得合不拢嘴。”说到这
里，任雪玲突然叹了口气，“这么好的
作品只得了银奖，都怪我。”原来，按照
花博会的参会规则，在展会期间，参加
评比的展品上不能显示作者名字，以便

能更好地保证评委打分。但第一次参
加花博会的任雪玲忽略了这个规则，最
终评委将其作品从金奖“降”为银奖。

任雪玲说，《国色天香》中使用的
牡丹花朵、枝叶是她花了好几年时间
收集的，作品创作了近半年。

“我热爱牡丹，想让牡丹‘永葆青
春’。”任雪玲称，一幅真花作品包含了春
天的花、夏天的叶、秋冬的枝茎。真花艺
术品之所以珍贵，在于取材不易。为了研
究真花作品，她花了13年时间，几乎跑遍
了洛阳境内所有有牡丹的地方。

□记者 刘亮 见习记者 魏巍 通讯
员 吴会菊

10月31日中午，当洛阳晚报记者
来到汝阳县城关镇杨庄小学时，40多
个孩子正有滋有味地吃着面条。在距
学校大概1公里远的地方，一口水井已
经开始往全村供水。

杨庄小学有260名学生，40多个孩
子的中午饭平时都在学校吃。今年5月，
村子里的水井干枯，用水成了大问题。

“没办法，刚开始我每天早上来学
校时，都会从洛峪村的家里拉过来200
斤左右的水，除了用来做饭，还用来打
扫卫生，能挺一天是一天。”杨庄小学
校长娄军河说，孩子们正在长身体，不

能让他们缺水。
之后，每天拉水到学校成了娄军河

的头等大事。渐渐地，学校的老师也加
入到给孩子们带水的队伍中。“一顿饭要
用去70斤左右的水，剩下的水用来洗
手、洗菜、刷碗，再用脏水冲厕所或浇
花。”杨庄小学的一名老师说，学校的孩
子们就这样过了4个月。

靠老师每天带水，孩子们过了4个月

几多牡丹情 练就真花艺
在第八届中国花博会上，任雪玲创作的洛阳牡丹真花艺术作品《国色天香》获银奖

■人物简介

姓名：田林生
职业：涧西区天津路办事处中侨

绿城社区综治办主任
最幸福的事儿：为居民解决困难
最遗憾的事儿：还没能力做到让

每个居民都满意

田林生：社区“爱
心驿站”的好站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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