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发放爱心胸牌，帮走失老人找到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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亮相人物： 太康东路办事处二郎庙村麻六毛

亮相缘由：
自掏腰包给戏迷提供唱戏的场地
和设备

社区有事儿
您 说 话

● 涧西区社区记者：
李岚 电话15090169915

● 西工区社区记者：
范瑞 电话18603797002

● 老城区、瀍河区、洛龙区、
高新区、吉利区社区记者：
刘心 电话15136392287

□记者 李岚 通讯员
孙春霞 文/图

“我喜欢出去转，可
孩子觉得我年纪大了，
记性不好，不放心，总不
让我走远。戴上爱心胸
牌，他们就不会再拦着
我出门了。”昨日上午，
家住西工区春晴路社
区、82岁的李师傅说。

上周四，1000个洛阳晚报助老爱心胸牌发
放至全市29个试点社区，为老人们送上了一份
贴心的重阳节礼物。这两天，不少社区将助老
爱心胸牌送到了居民手里，并耐心告知了使用
方法和注意事项。

10月27日上午，西工区八一北路社区和高
新区北方社区各举办了一场讲座，召集辖区志
愿者、领胸牌的老人的家属，详细讲解洛阳晚报
助老爱心胸牌的使用方法，呼吁如果遇到老人
求助，请伸出援手。“因为名额有限，我们优先为
高龄老人发放了胸牌，很多人都问我们下次什
么时候发呢！”该社区工作人员说。

为方便老人，涧西区嵩山社区、上海市场社
区、重庆路一社区、长安路一社区，西工区中建
社区、春晴路社区、市府院社区，老城区金业路
社区以及高新区创业路社区、丰润路社区等社
区的工作人员，专程把助老爱心胸牌送到老人
家里并帮忙佩戴。

如果您家里的老人已经领到了洛阳晚报助
老爱心胸牌，我们想提醒您：在老人出门前，请
记得把胸牌别在老人的外套上；若在社区登记
的紧急联系人和电话有变，请第一时间告知社
区工作人员修改，保证老人在需要帮助时，热心
人能获知相关的准确信息。

老人领到爱心胸牌，出门请戴好 部分社区还有少量胸牌，
如您需要可前往咨询申请

■西工区 八一北路社区、香榭里社区、纱厂西路
社区、市府院社区、白马集团社区、健康西路社区、中建
社区、春晴路社区

■涧西区 长安路一社区、长安路三社区、青岛路
一社区、725社区、天四社区、天九社区、上海市场社区、
嵩山社区、重庆路一社区、重庆路三社区、南村社区、南
华社区、江东社区、武汉路社区、秦岭路社区

■老城区 金业路社区、环西社区、唐宫东路社区
■高新区 创业路社区、北方社区、丰润路社区

 社区面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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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自掏腰包
为戏迷搭“戏台”

 孕妈课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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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次坐月子 感觉大不同

2

29个试点社区

▶ 社区工作人员为
老人佩戴助老爱心胸牌

张宁的二宝 （张宁供图）

麻六毛（左一）在听大家唱戏

记者了解到，目前一些社区的助老爱心胸牌还有少
量，如果您是试点社区的居民并且家里有需要助老爱心
胸牌的老人，可以前往所在社区咨询和申请领取。

为了让助老爱心胸牌在关键时刻发挥作用，您需要
告诉社区工作人员老人的姓名、性别、年龄、家庭住址、
既往病史、紧急联系人的姓名和电话等。登记完毕，工
作人员会给您一个编号，之后按照编号领取对应的助老
爱心胸牌即可。

如果您所在的社区助老爱心胸牌已经发放完毕，那
么您可以先找社区工作人员登记资料，我们将在合适的
时机发放第二批洛阳晚报助老爱心胸牌。

宝妈张宁说到两次坐月子的经历，感触颇深。
大宝今年已5岁了，张宁说起第一次坐月子的经

历时眉头紧锁——奶水不够，孩子总是哭，自己也吃
不好、睡不好，还得了产后抑郁症，焦虑、紧张，经常
哭。再次怀孕后，张宁想起上次坐月子的难熬经历一
度很纠结，到底要不要生二宝？

生下二宝后，张宁在朋友的推荐下到蜜悦阁坐月
子，感觉差别太大了。聊起这一次坐月子的经历，张
宁从容、平和了许多。“单说饮食就很满意。我怀孕时
得了妊高症，蜜悦阁月子中心的工作人员第一时间告
知了厨房，每顿饭都会减少盐量，花样却很多，且营养
均衡，荤素搭配得很好，月子期间我血压恢复正常，还
没有长胖，家人不那么紧张了，我也少了很多顾虑。
最重要的是，经过及时催乳，我奶水充足，孩子也不挨
饿了。夜里孩子吃奶，护士抱过来，等我喂完再抱走
哄睡，基本上不用我操心。感觉时间过得飞快，转眼
孩子就要满月了，我还真有点儿舍不得走呢。”张宁由

衷地说，以后，她也会推荐生孩子的朋友到蜜悦阁坐
月子。 （婀娜）

地址：华阳国际大饭店8楼
咨询电话：0379-65588866
蜜悦阁母婴健康顾问个人微信：15503792233
QQ：11155448

上周四，29个试点社区领取了助老爱心胸牌，大多数已发到老人手中

领到爱心胸牌，出门请您戴好

□记者 刘心 通讯员 王乐德 文/图

在洛龙区太康东路办事处二郎庙村，提起麻六
毛和他整的“戏台”，不少人都会竖起大拇指，称赞
他自掏腰包丰富大伙儿的文化生活。

麻六毛今年76岁，家住开元大道和开发街交叉
口附近。

几年前，麻六毛在二郎庙街附近的广场上看到
几名戏迷在清唱，吸引了不少行人驻足欣赏。由于
缺少专业设备，演出效果不佳，不仅表演者不能尽
兴，听众也不过瘾。

后来，麻六毛发现这些戏迷无论春夏秋冬常在
此练习，一唱就是几个小时，夏天衣衫被汗水湿透，
冬天冻得脸通红，这些人的坚持打动了麻六毛。

两年前，麻六毛花1万多元购置了音箱、话筒、
灯具、椅子等，又在广场附近租了一间房，翻新后供
戏迷们排练和存放设备。

唱戏、伴奏、灯光都离不开电，为此，麻六毛骑
着电动车四处询问，最终为戏迷们解决了用电问
题，他自己承担了每月200多元的电费。

一切准备就绪，麻六毛热情地将戏迷们邀至这
里排练。“少了风吹日晒，大伙儿练得更卖劲儿了。”
今年56岁的刘应军擅长拉弦，他说，麻六毛配备了
齐全的演出设备，每周四晚，戏迷会齐聚一堂，为附
近居民表演节目。

每次演出，总能吸引大批粉丝和过路群众观
看，多则五六百人，少则200多人，时常有听众来了
兴致，自发加入表演队伍。

“每次演出完毕，他还会邀请俺们去吃饭。”村
民麻明立说，有的村民过意不去，想交钱，一向好脾
气的麻六毛却生了气，坚拒不收。

“你们的欢乐就是我的动力。助人乐己，何乐
而不为？”他说。

蜜悦阁月子
会所微信公众号：
Aixin-miyueg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