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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阳·城事

□记者 范瑞 社区特约
记者 冀春兰 刘传龙
刘彩琴 何成智 文/图

昨日，洛阳晚报社
区文化行走进西工区洛
北办事处西下池社区。
虽然活动当天气温骤
降，冷风阵阵，但依然挡
不住居民们的热情，4名
社区特约记者和2名晚
报律师帮帮团律师成员
成了全场的焦点，前来
咨询、交流的市民络绎
不绝。

□记者 范瑞

在西下池社区，有个被居民们保留
了数十年的传统——全社区居民互帮
互助。有困难大家帮，把每个居民的事，
都当成是大家的事，这样的传统让西下
池社区变成了一个温暖的“大家庭”。

爱心协会：
让每个困难家庭都得到帮助

西下池社区副书记陈荣智说，与
普通的城市社区不同，西下池社区是

“村改居”社区，作为“乡里乡亲”，居民
们一直保持着互帮互助的传统。

陈荣智说，该村困难家庭有100
多户，每年社区都会给他们送去救助
款、慰问物资，这项活动已坚持了20
多年。近几年，在西下池社区居民、洛

北铸钢厂厂长王苗欣的带领下，社区
的一批爱心人士也加入进来，对困难
居民进行救助。

今年1月，由这些爱心人士组成的
社区爱心协会正式成立，目前共筹集
资金21万余元，这笔钱将成为社区爱
心基金。

升学鼓励：
让更多孩子受到高等教育

陈荣智说，在“村改居”之前，社区
里不少家庭对孩子的教育不够重视，
有的孩子只读完初中就走向社会了。

“家长觉得靠家里租房子、做生
意，孩子以后也能生活得不错，但这样
的观念制约着我们整个社区和社会的
发展。”陈荣智说。

为了扭转社区居民的这种认识，

经过社区和居民研究决定，对社区学
生实行升学奖励制度。本社区学生考
上大学，均有500元至1000元不等的
升学奖励。

“这虽然对他们的学业起不到实
质性的帮助，但全社区整体的学习氛
围变了，近几年，我们社区每年考上大
学的学生从原来的几个逐渐增加到30
多个。”陈荣智说。

■西下池社区

西下池社区属“村改居”社区，位
于九都路中段附近，王城大桥以东，
牡丹桥以西，洛浦公园以北，面积
40.2 万平方米，人口 2760 人，下设 7
个村民组，实际居住人口 8000 多人，
该社区党支部多次被西工区评为“先
进基层党组织”。

■人物简介
姓名：高晓霞
职业：伊滨区庞村镇掘山村人
最幸福的事儿：开美容院改变了

自己
最遗憾的事儿：还有很多事情没

来得及做

□记者 王晓丹 通讯员 陈晓辉 魏旭

因自幼患有“成骨不全症”，稍有
不慎就会骨折，她被称为“玻璃人”；虽
然体重不足25公斤，连走路都不会，
但她乐观坚强，带领十几个姐妹，经营
着两家美容院。在伊滨区庞村镇掘山
村，提起39岁的高晓霞，人人都说：

“这个女人不简单！”
3岁时一场意外骨折，让高晓霞

再也没有站起来过。动不动就骨折，
医生告诉她父母，晓霞患的是“成骨不
全症”，也就是俗称的“脆骨病”。

面对这样一个“瓷娃娃”，家里人
万分小心。不能上学，高晓霞只能天
天坐在床上，但她十分聪颖。15岁她
跟着妈妈学会做衣服，并开始免费为
邻里做衣服。

1992年，爱美的高晓霞无师自
通，学会了盘头、化妆。有段时间，轮
椅上的高晓霞成了村里的“化妆师”。

2000年，高晓霞开了一家化妆品
商店，经营得有声有色。

2002年，高晓霞在报纸上看到市
区有家美容院在寻找加盟店。美容院
的夏经理见到被人抱着进门的高晓霞
时，吃了一惊，但是高晓霞的坚强乐观
感动了她。夏经理不但没收高晓霞的
加盟费，还经常到庞村镇指导装修和
美容技术。在她的帮助下，高晓霞的
美容院很快有了起色。

今年8月，高晓霞又在村里开了
一家分店。现在，她的员工已经有十
几个，并有了自己的车和专职司机。
许多人都在舞台上演绎别人的人生，
高晓霞却在生活中诠释自己的精彩
人生。

■人物心声：不管自己身体如何，
都应该争口气。一路走来，很多人帮助
过我，我很感动，我应该回报社会。

■记者感言：高晓霞虽然没有健康
的身体，但通过自己的努力，赢得了一个
属于自己的励志人生，让人感动而崇敬。

为推进“金融知识进万家”活动的
开展，近期，农行汝阳县支行通过印制
宣传彩页、悬挂横幅、在各营业网点和
县域繁华地段设置宣传咨询台等多种
形式，帮助公众了解金融知识。

（侯文华）

昨日，晚报社区文化行走进西下池社区

律师帮帮团 冷风中人气依然不减

当日下午，精彩连连的豫剧演出
将文化行活动推向高潮。由草根豫
剧迷们带来的《打金枝》《秦雪梅吊
孝》《白蛇传》等经典豫剧选段，赢得

现场阵阵喝彩。
在欣赏节目的同时，市民们在现

场还享受到了订报送礼、订报抽奖等
优惠。

不少居民纷纷将自家的旧报纸打
包带到现场，活动期间他们可以以每
公斤1元的价格换购食用油、卫生纸等
生活用品。

市民咨询的问题主要集中在保
险、工伤、婚姻纠纷等方面，我们从
中选取了两个案例，希望能对您有
所帮助。

案例一：市民李先生跟着一名包
工头到工地打工，今年9月，在干活时
受伤造成双手骨折，该包工头在给付
其1000元治疗费后便不愿再付更多
赔偿金，李先生想知道自己还应获得

多少赔偿。
律师：如果李先生有工资条、工资

卡、工作证、工友的证人证言以及在受
伤时的报警记录等，能证明他是在工作
期间由于工作原因受伤的，就可以到劳
动部门申请工伤认定，然后再进行劳动
能力鉴定，据此就可以计算出赔偿金额。

案例二：邓先生和妻子出钱为儿
子筹办了婚礼，但办婚礼时收的所有

礼金，包括邓先生和妻子的朋友、同事
所给的礼金，均被儿子和儿媳占为己
有，邓先生是否有权要回？

律师：按照法律规定，婚礼上新郎
新娘所收的礼金属于他们夫妻双方的
共同财产，父母无权要回，但从风俗习
惯和情理上来讲，邓先生可以向儿子
和儿媳提出这一要求，并通过讲道理
来征得儿子、儿媳同意，要回礼金。

“听说今天有洛阳晚报律师帮帮
团的活动，我一大早就从县里坐了两
个小时车，终于赶上了。”昨日9时，
风尘仆仆赶到现场的赵先生告诉洛

阳晚报记者，律师帮帮团前几场活
动他都没赶上，今天特意起个大早
来参加。

像赵先生这样特地从别的地方赶

来的市民不在少数，短短两个小时，来
自河南洛太律师事务所的韩校玲律师
就为10余名市民详细解答了各种法
律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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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晓霞：“玻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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