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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岁高龄 53年党龄———

他是左邻右舍心中的热心人
俗话说“远亲不如近邻”。龙虬镇龙潭村八组有一位 82岁高

龄的老党员叫张德宣，党龄已有 53年。他退休不忘党员身份，始

终坚持发挥先锋模范带头作用，用自己的“余热”促进邻里和谐，

凝聚党心民心，成为乡邻们心中的热心人。

8月 25日上午，记者与该村工作人员一起来到龙潭村八组，

见到了正在扬菜籽的张德宣和他的老伴。见到记者来访，他赶忙

放下手里的活，热情地把记者招呼进屋。虽然张老已经 82岁高

龄，但身体还算硬朗，不仅自家种着几亩地，还时常帮左邻右舍

做些力所能及的事。

张德宣西面邻居家有三口人，80多岁的老母亲王翠英、40

多岁的儿子张玉金以及不满 20岁的孙子。六七年前，家中顶梁

柱张玉金突发疾病瘫痪在床，这个本就不富裕的家庭顿时陷入

困境。村里得知情况后，将他家纳入低保户，并与张玉金家建立

了结对帮扶关系。

作为邻居，张德宣也通过自己的方式帮助着这个贫困家庭。

张玉金瘫痪在床后，平时的衣食起居全靠年迈体弱的老母亲王

翠英照顾。前不久，王翠英因心脏不好，需要外出就医，而年少的

孙子又在外学艺，张玉金一时无人照料。张德宣看在眼里，急在

心里，主动承担起了照顾张玉金的责任。每天大早，张德宣就早

早起床为张玉金准备早饭并送到他的家中，待张玉金吃完早饭

后又端来热水为张玉金擦洗身子，帮他翻翻身、做一些恢复性的

按摩。平时，因为担心张玉金一个人在家无聊，张老一闲下来就

去陪张玉金唠嗑，给他说一说村里发生的趣事，讲一讲广播、电

视上的新闻来舒缓他的心情。

前不久，张玉金家被纳入全市 411户最贫困家庭名单，政府

为他家送去了电视机、洗衣机、床等生活必需品，镇卫生院、村

卫生站的工作人员定期上门为张玉金体检、量血压。村里还将

筹钱对张玉金家门前路面和屋后厕所进行维修改造，并推荐张

玉金的儿子到市里参加职业培训。“现在，看着他家的日子一天

比一天好，我们也跟着高兴。”张德宣一边给张玉金喂水，一边欣

慰地说。

张德宣家另一户邻居张德纯一家生活也比较困难，家中老人

长期患病在市人民医院接受治疗，老伴一直在医院照顾，儿子又

有残疾，无人照料。热心的张德宣主动上门帮忙打理张德纯家的

菜地，喂养他家中的家禽，将张德纯家料理得井井有条。“虽然张

老做的都是些微不足道的小事，但对于张德纯一家来说却是莫

大的帮助。也正是有了张老的帮助，张德纯一家人才能安心做好

各自的事情，老人也可以安心在医院养病。”龙潭村党支部书记

朱艳艳告诉记者。

“在左邻右舍的印象里，张德宣是个非常热心肠的人，因此

大伙遇到困难总是第一时间想到他，他也用自己积极乐观的心

态去影响着周围的人。在他的影响下，村庄里形成了‘一家有难

众人帮’的良好氛围。”龙潭村会计裔在平告诉记者，张德宣不仅

是左邻右舍的热心人，更是村里的主心骨。近几年，村里实行农

村环境整治，提倡垃圾入池，但是村民们长期的生活习惯导致工

作进展缓慢。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张德宣不仅积极带头执行，还

主动劝说周围邻居将垃圾倒入垃圾池内。

农业结构调整是村里的一件大事，涉及到村民们的切身利

益，工作开展起来十分困难。朱艳艳告诉记者，每次村里开会

商讨此事时，张德宣总是积极配合，并协助村里做好村民们的

思想工作。“他没有豪言壮语，也没有英勇壮举，有的只是那些

点点滴滴助人为乐的小事。”裔在平感慨道，张德宣就像是傍

晚天边的一抹夕阳，始终用自己的“余热”温暖、感染着身边的

每一个人。 记者 王小敏

你知道生活垃圾怎么分类吗？
□ 记者 殷朝刚

近几年来，我市城市规模不断扩大，城市人口急剧增加，
随之产生的生活垃圾越来越多，垃圾成分也越来越复杂。据了
解，我市每天产生的垃圾超过 600吨，每年垃圾量达 25万多
吨。实施垃圾分类收集，对垃圾进行无害化处理和资源化利用
已迫在眉睫。

“垃圾分一分，生活美十分。”今年8月，我市选定在陆宇中
央郡、水岸雅居、康华现代城、开元世家、沁园西区等5个居民小
区实行生活垃圾分类收集试点，并由试点小区逐步向机关单位、
学校、社区（村组）以及宾馆、商场、车站等公共场所全面推广。

生活垃圾怎么分类？

如今，生活垃圾一般可分为四大类：可回收垃圾、可堆肥
垃圾、有害垃圾和不可堆肥垃圾。在城市居民日常生活中，我
们通常又将生活垃圾分成三类：可回收物、有害垃圾和其它垃
圾。可回收垃圾包括纸张、金属、塑料、玻璃、织物等。这些垃圾
经综合处理回收利用，可以减少污染、节约资源。有害垃圾包

括各种充电电池、纽扣电池、手机电池、废弃节能灯、日光灯灯
管、废弃电子产品、废弃药品等。这些垃圾含有有害物质，需要
特殊安全处理。其他垃圾是指日常生活垃圾中除有害垃圾和
可回收物之外的其他垃圾，如：剩菜剩饭、菜根菜叶、骨头等垃
圾。这些垃圾经生物技术就地处理堆肥，每吨可生产 0.3吨的
有机肥料。

记者在陆宇中央郡小区采访，听到两种不同的声音。有的
居民认为，生活垃圾分类收集装袋，太麻烦了，倒个垃圾还要
一样一样地分，能把垃圾自觉倒进垃圾桶就很不错了。有的居
民认为，垃圾分类收集也是一种文明，虽然要花费时间，但如
果形成习惯也就成为举手之劳了。采访中，绝大多数居民对倡
导垃圾分类收集表示赞同，并表示将从我做起，从娃娃抓起，
从每个家庭做起，让分类收集垃圾形成习惯、变为自觉。

垃圾分类收集投放有奖

记者在陆宇中央郡小区西大门通道南侧看到，一排“铁皮

柜”智能收集系统及收集投放礼品兑换机、垃圾袋自动发放机
等设备让记者大开眼界。垃圾分类收集亭采用光伏智能语音
系统，循环播放垃圾分类相关知识，引导市民分类投放，提高
环保意识。

在垃圾袋自动发放机前，小区物业负责人介绍说，只要插
上小区市民卡，自动发放机就会自动识别发放垃圾袋。在分类
投放可回收垃圾箱前，记者看到，各投放口醒目注明“金属”

“玻璃”“纸张”“塑料”等指示字样，只要把有奖分类垃圾积分
卡放在该设备的感应处，回收设备就会发出“滴”的一声，随后
按下相应的投口按钮，感应投口就会自动打开让小区居民投
放可回收垃圾。据介绍，投放可回收垃圾的品种不同，有奖积
分卡的分值也不同。总之，只要你分类投放，都有积分奖励，市
民可凭积分卡内的积分兑换相应的礼品，礼品有计算机显示
器、家庭生活用品等。

垃圾分类对于广大社区居民只是“举手之劳”，只要大家
都能坚持下去，垃圾资源化利用就会更加充分，我们的城市家
园就会更加美丽。

“三师”团队奏响健康扶贫曲

今年 5月份以来，市卫计委结合大走访、大排查活
动，对全市 411户最贫困家庭实施帮扶行动，研究出台
了最贫困家庭“一户一策”健康守护、家庭医生签约服
务及严重精神障碍患者健康守护等一系列精准健康帮
扶实施方案。目前，由市人民医院、中医医院、二院以及
各地乡村医院共同组成的市、镇（乡）、村（社区）“三师”
团队，正在尽最大努力为最贫困家庭开展医疗服务，帮
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用真情奏响了全市健康扶贫曲，
得到了服务对象的一致肯定。

“我以为只是说说，原来是真的”

卸甲镇卸甲村徐殿余身患癌症，妻子早年骨头坏
死需要置换，儿子智力不好失去劳动能力，全家生活十
分困难。为给徐殿余治病，家里的积蓄早已花光，妻子
的换骨计划只好搁置起来。卸甲中心医院乡村医师得
知情况后立即报告团队负责人和院长，并联系了该户
的市级专科医师，主动上门将徐殿余的妻子接到卸甲
中心医院进行治疗。

“妈妈患有小儿麻痹症，还坚持把我生下来，她生
病了我不给她看我不甘心。”徐殿余的儿子对前来接诊
的护士说，“本来我对这个帮扶是不相信的，还以为只
是说说而已，谁知道隔天村里就送来了洗衣机，过几天
还会送轮椅、电饭煲。今天你们医院亲自来给我妈看
病，带我妈去住院治疗，又跟市中医院的专科医师联系
到市级医院会诊治疗的事情，院长还给我讲解治疗费
用报销和救助的规定，我感到这真的是全社会在帮助
我们全家渡过难关。”

“我们家又有希望了”

高邮镇黄渡村临城组村民林宽宝，今年 69岁。
2015年 6月的一场车祸，让林宽宝的儿子损伤了眼
睛、耳朵，并留下了严重的脑外伤后遗症，失去了工作

能力，生活还需要人照顾。事故发生后，儿媳辞掉工作
专职照顾丈夫和两个孩子，生活入不敷出。去年，年近
古稀的林宽宝又患上了“右下肢炭疽性坏死”，辗转上
海、南京等地求医均无好转，且病情逐渐加重，最终卧
床不起，生活一下子陷入了绝境。

武安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得知情况后，立即派家庭
医生健康团队前去林宽宝家看望病情。只见林宽宝躺
在小院落一间不大的偏房里，被病痛折磨得有气无力。
医生们在与病人交流过程中，详细了解林宽宝的病情
和身体状况，并告知他社区服务中心和市级医院已经
为他全家制定了“一户一策”健康守护方案，并逐一讲
解相关文件内容，并表示将尽最大努力为他们积极治
疗。

林宽宝听后非常激动，连连说：“还是共产党好啊，
我全家又有希望了。”

“你们的服务太到位了”

8月中旬的一天，城南新区利民健康服务团队对
最贫困家庭吴正清家进行第二次随访。随访过程中，医
生们发现吴正清的母亲王凤英老人卧床不起，便现场
为她仔细检查，发现老人左踝关节红肿，询问得知王凤
英老人于一周前摔倒过。

随行的张才荣医生立即将老人的情况向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作了汇报，中心决定第二天由村卫生室室长
把王凤英老人转至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做进一步检查。
通过 X片检查，发现老人左踝关节骨折，张才荣立即
与家属进行沟通并制订治疗方案。考虑到老人年龄较
大，适宜做保守治疗，医生们便为老人打石膏固定，嘱
咐其按时服药，并表示将定期上门随访。

“老母亲跌倒，我们以为只是皮外伤，要不是你们
医生及时检查发现，后果不堪设想。你们的服务太到位
了，真是非常感谢。”吴正清的家人连声感谢。

通讯员 邮卫宣 记者 东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