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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李岚 文/图

白星、玉扇锦、冰灯玉露、迷你钱
串……您知道吗？这些其实都是多肉植
物的名字。元旦假期，由我市多肉植物爱
好者发起的首届多肉植物展开幕，共有
1000多盆多肉植物参展，稀有种类占一
半以上，不乏波叶布冯、惠比须笑等名贵
品种。

“多肉植物从外观上看很‘萌’，最近
几年很受大家喜欢，建议新手选择比较好
养的景天类多肉品种。”资深多肉植物爱

好者吕红梅介绍，种植景天类多肉植物，
保证充足的光照、少浇水即可，一般夏季
进入休眠期后一个月浇一次水，春秋季节
3天至5天浇一次水，在土壤的选择上，将
椰糠、泥炭等基础介质和绿沸石、鹿沼土
按照1∶1的比例混合即可，避免使用透气
性较差的黄土。

今天是此次多肉植物展的最后一天，
活动不售门票，您可前往免费欣赏，现场
还可向专业人士学习多肉植物种植的技
巧。展览地点位于西工区涧东路云集图
书馆内，市内乘坐10路等公交车可到。

丰润路社区里有个特别“银行”，居民不往里边存钱，而是存家规家训，存人生感悟，
居民也可以申请“支取”他人的“家风”进行学习

“家风银行”里存的都是真善美
取出一份，受益一生

首届多肉植物展在元旦假期开幕

今天是最后一天，可免费观展，还能学习种植技巧

我们不妨也“支取”几张收存单，
听听背后的故事吧！

●“储户”姓名：王淑梅 年龄：64岁
“家风”：尊老爱幼，乐于奉献

“婆婆常说，上有老下有小的人，
得学会吃亏，多照顾别人的感受。”王
淑梅说，她和丈夫结婚时，婆婆对她特
别关照，不仅教她生活技巧，还传授她
为人处世之道，一个大家庭生活幸福
美满。

“后来，我们又把‘家风’传给了小
辈。”王淑梅告诉记者，每到家庭聚会
的时候，儿子、闺女和儿媳们就让老人
们坐在一边休息，他们忙着做家务，非
常温馨。“相信这个‘家风’，也会传给
我们的孙辈们。”她说。

●“储户”姓名：刘志侠 年龄：63岁
“家风”：乐观向上

刘志侠的母亲已经卧病在床多
年，刘志侠不仅每天定时给母亲喂药、
翻身、护理，晚上还在母亲的床旁边支
一张小床，防止她掉床。“母亲病了，只
有我的心态好才能营造整个家庭的氛
围，让母亲安享晚年。”刘志侠说。

●“储户”姓名：李楠 年龄：49岁
“家风”：孝顺老人，就是善待明天的自己

李楠的父母行动不便，因为两个
姐姐在外地工作，他干脆辞职回家照顾
双亲。“我得回家做加餐了，等会儿该给
老人按摩了。”采访时，李楠告诉记者，
以前，两位老人也是这样对待父母的，

“耳濡目染，很自然的事情”。
如今，李楠的孩子在外地上大

学。他说，尊重和孝顺老人就是善待
明天的自己，希望孩子将来有机会看
到这张收存单。

如果您在银行取钱，不知道密
码的话，存单上的钱是取不出来
的。在“家风银行”却不一样，不仅

“储户”可根据编号随时“支取”自
己的收存单，并且只要“储户”本人
同意，其他居民也可随时“支取”他
的收存单进行学习，这事儿听起来
是不是很新鲜？

“曾经有居民直接找到社区，
点名要看某个人的‘家风’！”一名
社区负责人笑着说，比如一名叫孙

喜玲的居民，她的收存单就被其他
居民多次“支取”。原来，今年 63
岁的孙喜玲常年照顾卧病在床的
婆婆，事迹感人，不仅她自己被推
选为社区道德模范，她的家庭还荣
获了“河南省幸福家庭”称号。“孙
喜玲的‘家风’是‘孝老敬亲是立
人之本’，有一户居民家里娶了新
媳妇，第二天新人专门来社区‘支
取’这张收存单进行学习。”该负
责人说。

存取方便的收存单还能增进
家人间的感情。该社区有位80多
岁的老先生，在“家风银行”成立之
初就成了第一批“储户”，他和儿子
一起写下了“孝敬老人，互相体
谅”。两个月后的一天下午，老人拉
着儿子来到社区，二话不说“支取”
收存单，看完之后，进门时还气呼呼
的两个人笑了起来……“收存单成
了最好的‘调解法宝’。”社区工作人
员说。

记者在现场看到，居民姜灏在
收存单上写下了“勤俭持家，廉洁奉
公，为民服务”；15岁的沈安琪写的
是“勤能补拙，勤奋努力”；一名40
多岁的家长则当着儿子的面写下

“家风”：有责任和担当，富有爱心，
创造未来。

丰润路社区的“家风银行”成
立于 2017 年 3月，目前有“储户”

50多名。“家风银行”存储的内容可
以是家规家训，也可以是一段话、
一个故事、一篇感悟。居民填好姓
名、联系电话、存储日期和家规家
训等内容后交给社区统一保存，社
区开具收存单，每张上面都有唯一
编号。

丰润路社区负责人说，此前，
社区多次举办道德模范评选之类

的活动，发现了一些事迹比较典
型的居民。开办“家风银行”，就
是希望增强居民家庭教育的自觉
意识，在社区进行推广和传承。
与此同时，社区会定期举行“晒家
风”活动，将收存单的内容进行展
示，由居民投票选出“最美家风”，
入选者可享受社区志愿者提供的
服务。

□记者 李岚 通讯员 陈
英 文/图

元旦假期，高新区丰
润路社区举行了一场特
殊的活动：不少居民在填
好“家风银行”的收存单
后将其交由社区统一保
管。这些收存单上写的
并不是钱数，而是各家的

“家风”，更新鲜的是，居
民可申请“支取”他人的

“家风”进行学习。

社区有个“家风银行”，不存金钱只存“家风”

每张收存单背后，
都有家庭温情故事

存取方便，居民也可“支取”他人“家风”

聊家常，话邻里，社区有事儿您说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