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全市首个“残疾人之
家”在咸安区浮山街道盘泗洲社
区建成投入使用。

“残疾人之家”什么样？为什
么要建“残疾人之家”？如何让
“残疾人之家”成为幸福港湾？4
月12日，记者进行了实地采访。

新闻追问
问民生

“祝你生日快乐……”3月 31日
一大早，“残疾人之家”就响起生日歌，
咸安区残联、盘泗洲社区邀请了七位
残疾人朋友来到这里，开展“春暖花开
让爱一路相伴”残疾人季度生日会活
动，为他们过集体生日，现场充满了欢
声笑语。

残疾人陈纳感叹：非常激动，非常
开心，在“残疾人之家”开展活动感觉
特别温馨。这里功能非常齐全，让我
们感觉政府打造这个阵地花了很多心
思。

“‘残疾人之家’是我们残疾人专
属的活动阵地，今后我们可以来这里
开展活动了，让我们残疾人能够有一
种凝聚力，有更多的机会走出来，打开

心扉，享受到我们社会发展的成果。”
残疾人郭建华说。

盘泗洲社区党总支书记王利霞介
绍，“残疾人之家”对咸安区残疾人全
免费开放，不管是工作日，还是周末、
节假日，残疾人朋友都可以来这里开
展活动，可以当成自己家一样，而且社
区会安排志愿者为他们服务。

当日，记者还看到一些残疾人正
围着大长桌，有条不紊地进行手工小
商品的制作，旁边堆着好几箱手工零
件。

“这些手工活难度不大，他们干活
的效率也很高。”机构负责人表示，残
疾群众在这里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
过得简单而充实。

咸安区残联负责人说，他们也会
组织残疾人参加职业技能比赛，巩固
完善他们的职业技能，按照比赛名次
发放红包、生活用品等奖品，激发他们
的工作热情。

除了已经落实的工作项目外，咸
安区残联还积极寻找企业合作，谋求
更好的就业福利待遇，让有能力的残
疾人得到更加长远的职业发展。

据了解，为提高残疾人就业帮扶
力度，咸安区定期组织开展残疾人职
业技能培训，扩展“师带徒”，订单式、
实训式培训，康复护理、中西式糕点等
具体培训内容。“残疾群众靠自己付出
的劳动赚钱，生活过得更有意义，也更
有尊严。”咸安区残联负责人说。

3 多样服务有温度

看电视、做运动、读书、康复训练……这是在“残疾
人之家”生活的真实写照。

“走进‘残疾人之家’，其设施和功能都是标准化的
配置。”咸安区残联相关负责人介绍，宽敞的场地、多功
能的服务区域、专业的服务管理团队，这些都是“残疾
人之家”所必备的。

“残疾人之家”提供日间照料、照护康复、文体娱乐
等多项生活服务，对管护人员自然有较高的专业要求，
管护人员必须持证上岗。另外，咸安区还先后组织各
机构负责人参加管理培训，内容包含应急救护、消防安
全、心理健康等方面。

记者在现场看到，整个“残疾人之家”面积有一百
多平方米，有多个房间，包含家庭医生室、心理咨询室、
康复训练室、图书阅览室、日间照料室等，可以为残疾
人提供康复训练、心理辅导、日间照料、文体活动、读书
学习、沟通交流等服务，“残疾人之家”内部有大量的残
疾人无障碍设施，方便残疾人进出，墙面上还有很多国
家扶残助残政策宣传等。

在“残疾人之家”这个“大家庭”里，每天有合理的
作息时间安排，大家可以按照自己的喜好，自由地选择
做手工、看书或者锻炼，真正做到劳逸结合、休闲舒心。

记者看到，在康复室内，安装有辅助步行训练器、
前臂与腕关节运动器、滑轮吊环训练器等器材。

“这些都是适合我们残疾人的专业化器材，使用起
来很方便，对身体康复大有好处。”正在做训练的方阿
姨笑着告诉记者，“大家就像亲人一样，学习新知识，一
起读书、看电影。在这里很开心，身体变好了，生活过
得越来越有盼头。”

1 打造无障碍家园

家务、出行……这些在常人眼里
稀松平常的事情，却让残疾人士饱受
困扰。

“3岁时的一场发烧，家人未能及时
处理，发现后已‘升级’成小儿麻痹症，
导致落下病根，双腿无法行走。”家住浮
山街道盘泗洲社区的李师傅，1972年
出生的他，在轮椅上一坐就是50多年。

记者到李师傅家门口时发现，通
往他家的路有一条用水泥浇筑的斜
坡，与小区其他单元楼入口不同。

“我和几个朋友将入口处的台阶，
改造成了坡道。这样一来，我可以自

行骑着电动小三轮出门、回家，方便多
了。”李师傅一边开门，一边解释道。

据了解，李师傅家中的家务活基
本都由他一人完成，包括拖地、做饭、
洗衣服等。坐在电动轮椅上的他进退
自如、动作娴熟，甚至比普通人拖地还
要快些。

李师傅说，这些对正常人来说，是
很简单的活，他却尝试了无数次，才有
了现今的熟练动作。

当天，记者推着李师傅到小区里
晒太阳，阳光温暖、微风和煦，吹得人
心情格外舒畅。

“以前我们没有活动场所，所以除
了买菜等必要出行，一般不出门。也
不愿意接触外面的世界。”李师傅说，
如今，社区里建设了“残疾人之家”，真
正让他们感受到了“家”的温暖。

在“家”里，残障人士过上了正常
的生活，他们通过做一些力所能及的
劳动，获取稳定的收入；在“家”里，残
疾人过上了健康的生活，他们能得到
悉心的日间照料，科学的康复训练、培
训等；在“家”里，残疾人们过上了集体
的生活，他们团结在一起，相互帮助、
相互促进，共同积极向上地面对生活。

2 残疾人活动不易

近日，国家发改委发布《关于防止和减
少餐饮浪费的公告(征求意见稿)》，聚焦重
点领域餐饮浪费的突出问题，提出了若干
针对性措施，目的是巩固近年来反食品浪
费工作成果，进一步倡导节俭、反对浪费、
促进消费。

我市深入推进制止餐饮浪费专项整治
行动，在全社会形成健康文明的生活风尚。

小份餐食成新宠
10日，记者走进咸安区万达广场，随处

可见食品安全知识和“厉行节约、反对浪
费”的宣传标语，二楼美食广场和四楼的餐
饮商家不仅张贴了宣传海报，LED屏幕上、
进门处大屏幕也滚动播放着“厉行节约、反
对浪费”的倡议内容。

“商家都配有公勺公筷，会提醒顾客按
需点餐。不少冒菜类、麻辣烫类的商家还
推出了一人餐。”万达广场负责人说，目前
卖场有餐饮店50多家，火锅类商家也有推
出一人餐、小拼盘等，倡导顾客少点勤点，
吃不完打包。

当日中午12点，是小孙最忙的时候，在
接待店里顾客的同时，他有条不紊地在收银
台开餐单，按照顺序通知后堂备餐、出餐。

小孙在咸安区同惠广场负一楼经营着
一家“小碗菜”店，店里菜品均为小碗装，荤
菜10元至18元，素菜3元至8元。

市民金女士在店里点了鱼香肉丝、虎
皮辣椒烧茄子、酸辣土豆丝，米饭可以根据
饭量免费续加。

“这一餐荤素搭配，小碗菜不仅避免浪
费，还给我们提供了更多就餐选择。”金女
士说。

同样，在温泉沃尔玛负一楼美食广场，
不少小吃都推出了小份菜、一人食套餐等，
吸引顾客。店内均张贴着“公筷公勺、文明
用餐，反对浪费、光盘行动”等宣传品，在打
包台专门摆放着打包餐盒，鼓励大家光盘
行动，吃不完打包。

商户马老板说，她会根据顾客人数提
醒顾客订餐数量，遇到人数少的，她都推荐
小份菜，不浪费，也赢得了好口碑。

勤俭节约入人心
4月5日上午，咸安区温泉街道肖桥村

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开展“反对浪费 崇尚节
约”未成年人绘画活动，大力发扬艰苦奋
斗、勤俭节约的传统美德。

活动中，志愿者播放了勤俭节约公益宣
传片，讲解了“光盘行动”的含义，并通过PPT
展示了一粒稻谷从种子到盘中餐的全过程，
让孩子们更好地认识到粮食的重要性。

随后在社区志愿者的引导下，孩子们
纷纷拿起画笔画出了“心中的勤俭节约”，
有的描绘农民伯伯在田里辛苦劳作的情
景，有的展现“光盘行动”……一幅幅反映
珍惜粮食、文明用餐、反对浪费的作品在孩
子们手中创作完成。

孩子们还聚在一起交流了创作心得，
并纷纷表示以后一定要节约粮食，养成良
好的用餐习惯。

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
恒念物力维艰。据了解，通过此次“反对浪
费 崇尚节约”绘画活动，让孩子们了解到
粮食的重要性的同时，还树立了节粮、爱
粮、惜粮的意识，养成了节约粮食、减少浪
费的好习惯。

同时，肖桥村也倡议广大居民树立节
约光荣、浪费可耻的思想观念，争做勤俭节
约的宣传者、倡议者和践行者，从节约每一
滴水，节省每一张纸，珍惜每一粒粮食做
起，让节约的传统美德发扬光大。

光盘行动我做起
从“光盘行动”这项公益活动推出以

来，越来越多的人群开始意识到节约食物
的重要性，其中，在外打拼的年轻人也成为
了践行“光盘行动”的新生力量，王超慧就
是这股力量的一份子。

10日17时许，家住咸安区贺胜路的王
超慧正在超市买菜，准备回家做晚饭。她
刚毕业一年，目前在鄂高附近上班，租住在

贺胜路的一个老小区里，为了节约生活开
支，她选择一日三餐自己做，并且坚持做到

“光盘”。
“我原本都在公司附近吃饭，又贵又不

好吃，所以才决定自己做饭。”王超慧说，为
了保证营养，她每天都会熬不同的养生粥，
平时上下班带饭时也尽量做到荤素平衡。

她说：“以前总会浪费食物，现在才晓
得生活不容易，买菜都学会精打细算，吃饭
肯定要吃干净。”

据王超慧介绍，她的许多同学毕业后，
都在外租房住，房租、水电费、网费、电话费
是每月的固定开支，在此基础上，才考虑到
吃饭的问题。

而租房住的年轻人大多会选择合租，同
在屋檐下的租客会商量后，选择共用厨房，
或者一起搭伙，买菜做饭会采用轮班制。

王超慧说，她的“光盘”生活也影响了
身边的好朋友。之前她一直与朋友合租，
只要时间允许，她朋友都会选择自己做饭。

“我们是三个女生一起住，一起搭伙吃
饭，同时还规定了必须‘光盘’，互相监督。”
王超慧说，制定这个规矩主要是剩菜剩饭
不好处理，放坏了还容易招虫鼠，“有一次，
剩了一小锅甜酒鸡蛋，三天才想起来，一闻
都臭了”。

在“光盘行动”这件事情上，王超慧是
坚决的拥护者，这也源自于家中长辈的教
育。王超慧从小跟着爷爷奶奶在乡下长
大，栽烤烟、摘玉米、挖土豆、喂鸡喂鸭等农
活都干过，经历过“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
土”的辛苦，自然也懂得“谁知盘中餐，粒粒
皆辛苦”的道理。

百姓话题

反对浪费 崇尚节约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王恬 通讯员 严兵

如何打造“残疾人之家”？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王恬 通讯员 张小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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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壁河北大道十字路口红绿灯不合理
网民报料：
赤壁市河北大道新司法局和税务局中间道路十字

路口只有直行车道，导致车辆车速很快，有安全隐患，
建议该十字路口安装一个红绿灯。

记者调查：
赤壁市公安局回复称，市民建议不合理，暂无法予

以采纳，原因为河北大道财政局交叉口本为无信号控
制十字交叉口，因砂子岭路北侧菜市场、南侧第二实验
小学导致该处通行交通流量较大，而河北大道为赤壁
城区东西交通主干路，双向直行交通流量大，交通拥堵
情况严重，该处极易造成交通事故，为减少该处砂子岭
路交通流对河北大道上交通流的冲突，经研究决定将
该处南北向封闭，保留行人过街通道。

封闭河北大道财政局交叉口南北向是为了减少该
处砂子岭路交通流对河北大道上交通流的冲突，保证
该处通行安全以及河北大道车辆通行的畅通，砂子岭
路车辆可以在向东300米处和睦家园小区调头前往城
区方向，向西前往龙翔路调头。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张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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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休人员是否有高龄补贴
网民报料：
我是崇阳人，缴纳的是职工社保，想知道70岁以

上的退休人员是否享受高龄补贴，补贴金额是多少，在
什么地方办理。请相关部门核实处理。

记者调查：
崇阳县民政局回复称，经调查，高龄津贴的申请条

件是具有本行政区域内户籍的年满80周岁以上的高
龄老人。80-99周岁老年人60元/人/月，100周岁以
上老年人300元/人/月。符合条件的老年人到本户籍
所在地的乡镇办理申请手续。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王恬）

咸安横沟桥镇一作坊污染环境
网民报料：
咸安区横沟桥镇孙池村8组一家生产白色泡沫的

加工作坊经常冒黑烟，严重污染了周边环境。请相关
部门调查处理。

记者调查：
近日，咸宁市生态环境局咸安区分局将有关情况

回复如下：投诉人反映情况属实。位于咸安区横沟桥
镇孙祠村八组有一收集加工白色泡沫黑作坊，从事泡
沫颗粒加工，未采取污染防治措施直接排放外环境。
已联合乡镇负责人与作坊业主沟通对接，业主同意将
作坊搬迁。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张欢）

房产证如何新增姓名
网民报料：
我是咸宁市市区的居民，现在房产证想增加名字，

想知道需要准备什么资料。
记者调查：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回复称，如将婚前全款购买

单独所有的住宅办理为夫妻共同共有，根据《不动产登
记操作规范》规定，办理不动产转移登记需要提供的资
料如下：1、申请人身份证明（个人提供双方身份证、结
婚证）；2、原《不动产权证书》或原《国有土地使用证》、
《房屋所有权证》。以上1-2项资料如能通过共享提
取，无需提交。如还有任何疑问，建议前往咸宁市不动
产登记中心办公现场或者电话联系进一步咨询。咸宁
市不动产登记中心办公地址：咸宁市旗鼓大道101号

“市民之家”二楼C区，联系电话：0715-8126502。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王恬）

咨询乙肝疫苗接种事项
网民报料：
我有两个孩子，分别是13周岁和11周岁，准备去

咸安区疾控中心接种乙肝疫苗。但是不清楚周一到周
五的接种时间，希望相关部门告知乙肝疫苗接种上班
具体时间。

记者调查：
咸安区卫健局回复称，咸安区疾控中心疫苗接种

上班具体时间是：周一至周五上午8：00—11：30，下午
14：00—17：00 ；周六和周日8：00—17：00，中午不
休，正常接种，市民可合理安排时间自行前往接种疫
苗。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王恬）

崇阳白鹭广场井盖下沉
网民报料：
崇阳县白鹭广场红绿灯处、下津大道和打鼓墩路

口、景阳国际红绿灯路口，污水井盖下沉严重和道路不
齐平，行人和车辆通行存在安全隐患，希望相关部门核
实处理解决问题。

记者调查：
崇阳县城市管理执法局回复称，该局数字化中心

工作人员前往崇阳县天城镇白鹭广场、下津大道和打
鼓墩路口、锦阳国际交通信号灯路段等实地调研核实
情况，市民求助属实，情况为市民反映的多处井盖存在
下沉现象。工作人员将市民反映情况向相关部门进行
工作交接，已安排相关工作人员对市民反映多地的路
面井盖、人行道、以及污水井盖逐一进行排查工作，发
现存在安全隐患立即向相关部门反馈并将第一时间进
行维修，确保市民出行安全。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王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