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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报讯（记者 江亚萍） 不久前，本报

曾报道了省城青阳西村楼上楼下住户因为

噪音，双方矛盾激化，从而吵得不可开交。

昨日，本报老读者董先生致电本报，谈起自

己所住单元老李二十年忍受楼上楼下“吵

闹”，最终众邻居亲如一家的故事，董老表

示非常难得。

据董老介绍，家住省委大院的老李是4

楼住户，老李家楼上小吴家下水道经常堵塞，

几乎隔段时间就会有施工人员上门疏通下水

道，疏通下水道发出的声音非常刺耳。“我问

过老李，他们楼上楼下住着大概有二十年了，

小吴家的下水道疏通不下200次，一般邻居

肯定忍受不了，因为虽然施工不是在老李家，

但是已经严重影响了老李家的生活。”董老

说，老李对待这事，没有采取任何过激行

为，只是每次都会在事后写张小纸条，提醒

小吴下次注意点。更为难得的是，小吴家

晾晒的衣物如果掉在了老李家阳台上，老

李都会主动送还。时间长了，小吴不好意思

了，一再表示会注意，尽量不吵到老李。

董老称，老李楼下住的小王脾气是出

名的不好。有一次，老李在阳台上浇花的

时候，不小心滴了滴水到小王家的被子

上。这下不得了，小王对着楼上骂了半小

时左右，同单元的不少人都看不下去，纷纷

出来劝说。而老李本人始终没有还口，还

说的确是自己没小心，下次一定注意，老李

言语一出，小王不好意思了，主动承认自己

不该那么得理不饶人。

“现在他们三家关系非常融洽，他们

叫老李都是爷爷长、爷爷短的很尊重。”董

老表示，自己也就此和老李探讨过，老李

说，处理邻居关系要坚持“四项原则”：一是

多自我批评；二是相互多些谅解；三是不能

记仇；四是解决矛盾的方法要恰当。

怎么样？老李的“四项原则”是否值

得您借鉴？其实，人与人之间，多点理解和

宽容，就能处好邻居。

邻里相处，请遵守“四项原则”
80岁老人感叹：多点理解和宽容，就能处好邻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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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松找工作，您只需要拨打我们的

热线电话0551—2620110 ，或登陆本报

星空社区（www.xksq.net）网站，本报将

在第一时间刊登您的求职信息，赶快拨

打电话吧！

宋小姐，23 岁，想找一份超市收银

员的工作。联系电话：13625515469。

张先生，25 岁，想找一份汽车驾驶

员的工作。联系电话：18919639376。

王先生，28 岁，想找一份销售类的

工作。联系电话：13956952818。

钱小姐：20 岁，想找一份家教工

作。联系电话：15256009630。

邓先生：33 岁，想找一份财务工

作。联系电话：18755168316。

管小姐：20 岁，想找一份景点导游

工作。联系电话：15955156531。

记者 梅静/整理

这牙膏，
原来还有这些用途

家住省城青年小区的程妈妈说自己

的宝宝特别喜欢画画。画好以后，还必

须让你把他的画贴在墙上。不给他贴

吧，影响宝宝画画的积极性，给他贴吧，

糨糊、胶水弄得光洁的墙乱七八糟，而且

一到夏天还有可能被虫蛀，用图钉吧，墙

上打的一个洞又一个洞，真是影响美

观。后来程妈妈从同事那里学到一个好

办法，就是用牙膏贴画，不仅不会像胶

水、糨糊、图钉那样留下斑斑痕迹，想取

的时候，随手可取下，还一点不影响墙面

的美观，可省事了。

程妈妈还教您一招：牙膏快用完了，

但苦于挤不出来，往往都一扔了之。您

不妨把牙膏放进热水里浸泡 10 分钟左

右，然后再把牙膏取出来进行拧挤，这样

剩余的牙膏就很容易被挤出。

记者 江亚萍/整理

救助金，

13个工作日内发放
合肥市民王先生来电询问：我是一

名长期领取政府低保金的残疾人，11月

12日已经申请社保补助，今年政府下发

了低保人员的社保补助，可我还没有收

到这些钱，请问什么时候能够下发到我

们手中。

合肥市财政局回复：来电人反映的

社保补助其实是城市医疗救助补助资

金，来电人自述，11月12日已经申请医

疗救助，目前其户籍所在街道已受理，审

核通过后将在13个工作日内打卡发放。

记者 祁琳/整理

星报讯(张青 翠平 记者 马冰璐） 家

住省城蜀山区汇林阁小区的朱发红是远近

有名的电脑“高手”，更令人钦佩不已的是

她的身体虽然残缺，但并没有阻挡住她寻

梦的脚步，反而激励着她越飞越高。

20多岁的朱发红在出生没多久就被

发现患有先天性下肢中度功能障碍肢体残

疾，可残疾并没有使她气馁，她将大部分时

间投入到学习中。 经过十几年的努力学

习，她不仅顺利地完成了中小学学业，还成

功地获得了大专文凭。

高中时，朱发红第一次接触到电脑，一

见到这个陌生的“新朋友”，她深深地着迷

了。很快，她学会了一些基本的操作，“渐

渐地，老师教的东西，我都会，我就自己琢

磨一些新的东西。”大专毕业后，朱发红开

始到处“漂泊”打零工，她越来越感觉到，拥

有“一技之长”的重要性。“2008年的时候，

我报名参加了社区的电脑技能培训班。”再

次拥有“学习机会”，她分外珍惜，每次上

课，她都提前一个小时到，遇到不懂的问

题，也虚心地向老师、同学们请教。三个月

后的“毕业考试”，她从50多名同学中脱颖

而出，以第二名的优异成绩拿到了合格证。

凭借着过硬的电脑技能，一家企业破

格录取她担任文秘，朱发红意识到：要想进

步就要不断学习，她又开始自学会计专业

知识。通过不懈努力，如今，她已经由文秘

岗位调任公司财务室的会计。

说起这些年的经历，她说，感觉就像一

场梦，“不断地努力，不断地追梦，可对我而

言，这场追梦旅程才刚开始，以后还需要不

断学习，不断进步，才能到达梦想的彼岸。”

上帝残缺了她的腿，却摧残不了她的意志

一位残疾小丫的别样寻梦故事

巡逻有一宝，木棒来防身

老太太巡逻队有10位成员，年纪最大

的70多岁了，年纪最小的也有60岁了，而

为了给她们“正名”，社区还专门给她们配

了个印有“治安巡逻”字样的大红袖章。不

过，考虑到在执行“任务”时，红袖章容易暴

露身份，她们现在换了个“装备”——木棒。

说起这根粗粗的木棒，老太太们连

称是个“宝贝”。原来，木棒可以“一物

两用”，老太太们一遇到可疑的陌生人，

就会上前“盘问”几句。一旦发现此人是

“危险人物”，木棒不仅可以用来防身，

还可以当做“拐杖”，“一遇到危险，我们

就把木棒当做拐杖拄起来，对方也就不

会对我们‘不客气’了。”

勤打腰鼓，老太太们身体棒

说起老太太们的年纪，大伙儿肯定要

担心，老太太们的身体状况能扛得住这么

艰巨的任务吗？队员孟宪兰阿姨说了，这

不是问题，因为她们一直打腰鼓，身体倍儿

棒。“你看我们个个精神抖擞，红光满面，怎

么看也不像60、70岁的人吧！”

据了解，这批老太太是专门从社区腰

鼓队中挑选出来的“精英”，不但身体棒，防

盗意识强，觉悟也很高。“虽然这项工作有

些危险，可我们义不容辞，毕竟我们也是小

区的一分子。”69岁的穆秀莲阿姨说道。

“闲言碎语挡不住我们的热情”

如今，“老太太巡逻队”上岗已经快一

个月了，在这段时间里，她们两个人一组结

伴巡逻，小区里的治安状况良好，没有发生

一起偷盗事件。“我们在小区里转转，注意

一下进出的陌生人，遇到可疑的人，问问情

况。”穆阿姨说，到目前为止，她们还没有遇

到“险情”，可闲言碎语倒是听到一些，“有

居民说，要是哪天他家被偷了，要找我们负

责，听到这样的话，我们心里有点不舒服，

但是也感到肩上的责任很大，我们一定要

更加细心小心。”

冬天到，树穿衣
冬季来临，省城环城公园内的树木都披上了特制的“外衣”。昨日，工人在对园区内的树木涂抹特

制的石灰水，以起到防冻防虫的作用。 记者 李超钰/图

看家护院，不一定靠年轻爷们
合肥团安村有个“老太太巡逻队”；人手一根木棒结伴巡逻小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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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乐主妇

你问我答

在省城蜀山

区团安村有个有

名的“老太太巡

逻队”，巡逻队员

清一色全是60、70岁的白发老太太，

人手一根粗壮的木棒。她们的职责

是每天白天在小区巡逻，保障300户

居民的安全。很多居民看到老太太

们英姿飒爽巡逻的身影（如图），都不

由得赞叹一声：“这群老太太，太牛

了！”

朱茜 记者 马冰璐/文 王婧莹/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