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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合肥市琥珀北村，有一家爱心小吃店，除
了物美价廉外，老板的热心和爱心也为居民和
食客们所津津乐道。开业2年来，53岁的老板
温国兰一直坚持让年满60周岁以上的孤寡老
人免费用餐，并先后送出 1000 碗免费小吃。
“希望越来越多的孤寡老人来我这儿用餐。”她
说，自己这么做不为名不为利，只为温暖这群老
人，就算贴钱也愿意。昨日，市场星报、安徽财
经网（www.ahcaijing.com）、掌中安徽记者获
悉，最近，热心的温大姐荣获“蜀山道德好人”
称号。 ▋刘丽丽 胡正球 记者 马冰璐

孤寡老人一席心酸话
促使她开店

30㎡大小的小吃店里，干净整洁，食材卫
生，从牛肉面、小刀面到水饺、馄饨等小吃应有
尽有，食物美味可口，价格也十分公道，从 6 元
～10 元不等。“这家店源于一位孤寡老人的一
席心酸话。”温大姐说，2015 年之前的一天，她
在散步时偶遇一位孤寡老人，“看她一个人孤
零零地坐在那儿发呆，我便好心问她，为什么
不去跳跳广场舞。”结果，老太却悲伤地回答
她：“我和他们不一样，他们有儿有女有孙子，
我什么都没有。”

温大姐当即明白老太是一位孤寡老人，从
那时起，她便萌生了开一家爱心小吃店，让孤寡
老人有个去处，并免费用餐的念头，“当时，儿
子正在上高中，学业紧张，我没时间开店，这个
计划便暂时搁浅了。”

2015 年，温大姐的儿子考上大学，同年 10
月 10 日，她的爱心小吃店开业，她既是老板，
又是店员，简单的店招上写着一句醒目的话：

“凡年满 60 周岁以上的孤寡老人来本店消费
一律免费。”

孤寡老人慕名而来
小吃店成了“避风港”

刚开业时，为了让孤寡老人们知道小吃店
的存在，温大姐主动通过周边几个社区找到辖
区孤寡老人的电话，并一一给他们打电话，邀请
他们来店里做客。很快，周边的孤寡老人慕名
前来，70 多岁的孤寡老人严阿姨是店里的常

客，“严阿姨经常带着朋友们来吃馄饨。”温大
姐说，自己最开心的时候便是看到孤寡老人成
群结队来用餐。

进门前沉默不语，进门后谈笑风生，温大
姐发现，小吃店似乎有一种魔力，可以让老人
们卸下心防，侃侃而谈。随着时间的流逝，常
来就餐的老人们把温大姐当成了自己的亲人，
一口一句“小大姐”地喊着，十分亲切。

如今，越来越多的孤寡老人慕名前来小吃
店免费用餐，小吃店俨然成为老人们的“避风
港”。两年来，温大姐除了尽心尽力地为老人
们做可口的小吃外，还不断地走进老人们的内
心，“我希望让他们感觉到温暖和关爱。”

连吃5天“霸王餐”
58岁装潢工羞愧“坦白”

去年夏天的一天，一位腿脚残疾的装潢工

来到小吃店，并称自己已年满 60 周岁，想吃碗

饺子。温大姐二话没说，便为他煮了一大碗饺

子。聊天中，温大姐得知，他从小在孤儿院长

大，无儿无女，最喜欢吃手工水饺，可只有逢年

过节才能吃上。

从那天起，装潢工每天都会来用餐，温大

姐总会多煮几个饺子，连续吃了 5 天后，装潢

工满脸羞愧地向温大姐“坦白”自己只有 58

岁。温大姐连忙说：“差两岁也没关系，喜欢吃

饺子，你就常来。”

两年来，温大姐一直坚守着自己的承诺，让

孤寡老人免费用餐，“前前后后已经送出1000多

碗小吃。”她说，店面是自家的，不需要租金，也

没有雇佣店员,“成本比较低，每月收支大抵平

衡，我开店不是为了挣钱，也不为名不为利，只为

温暖孤寡老人，就算贴钱也愿意。”

为了顾及孤寡老人们的自尊心，温大姐一直

默默地做着这件爱心小事。去年，社区为她申报

“蜀山道德好人”称号，得知消息后，她立即让社

区撤回申请，“我怕老人们误会我想出名，不敢再

来吃饭。”今年7月，社区偷偷地为温大姐申报了

“蜀山道德好人”称号，并成功当选，“如果我知

道的话，肯定不让社区申报。”温大姐说，自己只

是想为孤寡老人尽一份心意，“未来，我希望越来

越多的孤寡老人来我这儿用餐。”

温大姐的小吃店常年为孤寡老人免单

合肥一社区连续20多年
向辖区学子发放奖学金

星报讯（李进 孙雨静 记者 马冰璐） 考上心仪
的名校，还获得了“金榜题名”奖学金，昨日，在从父
母的电话中得知这一喜讯后，刚刚在西安交通大学
开始大学生活的合肥小伙焦赵昕开心不已。据了
解，在过去的20 多年里，蜀山区光明社区先后向辖
区300余名祖居户学子发放该奖学金。

据了解，从 20 多年前起，该社区开始向辖区考
上本科的祖居户学子发放“金榜题名”奖学金。如
今，奖学金从最初的每人 1000 元增加至每人 2000
元。20多年来，该社区共计发放了40多万元，先后
有300余名学子获得该奖学金，其中不乏考取复旦
大学、西安交通大学等名校的“学霸”。

合肥首个完全货币化安置
旧城改造项目现身瑶海

星报讯（徐振国 汪亮 堂所 记者
李皖婷）“终于等到这一天了！”9月
2 日，戎霞飞和老伴陆伯钧手捧印有
自己住房安置款数目的大牌子喜不
自禁，他们老两口所住的瑶海区铜南
小高炉启动了旧城改造。在现场银
行工作人员的帮助下，短短几分钟之
内，他们就拿到了补偿款存折。据了
解，这是合肥市首个全部采取货币化
安置的旧城改造项目。

据悉，铜南小高炉旧城改造项目
涉及住宅 212 户，房屋建筑多是“50
后”“60 后”的红砖老楼房，设施陈旧
老化、居住环境堪忧不说，多幢已鉴
定为危房，绝大多数居民的改造愿望
非常强烈。戎霞飞是此次212户居民
之一，她出生于上海的霞飞路，1958
年来合肥支持安徽工业经济建设，一
辈子都工作在安徽针织厂，住在铜南
小高炉这里。她告诉市场星报、安徽
财经网（www.ahcaijing.com）、掌中
安徽记者，从来没有想到自己的“破
房子”经过货币化安置政策核算，竟
然超过2万元/平方米。

“这样的政策好，我们不需要租
上一两年房子来等着住回迁房，自己
现在就可以选择地段和套型买新房
住，政府也不需要耗费大量的财政和
精力来做实物安置工作。”戎霞飞挺
高兴。

记者进一步了解到，作为全市旧城
改造项目大区，瑶海区今年共实施15
个旧城改造项目，实施货币化安置政策
的项目越来越多，居民们也越来越青睐
这一安置方式。根据合肥市货币化安
置新政规定，采取货币化安置的被征收
人，除按政策享受临时过渡费、提前搬
家奖、搬家费、附属物补偿等补偿外，货
币补偿金额也比以往有较大幅度提高，
居民在几天内就可拿到补偿款购买新
房，或者用于投资置业。

在合肥市蜀山区山湖苑小区，一位头发有些
发白的老人蹲在地上，他用小铲子为两棵栽种在
地势稍高的香樟树挖了一道小水沟，“这样，雨水
就能汇集到树根，让香樟树多喝点水。”这位老人
叫刘永初，今年67岁，8年来，他就这样悉心照
顾小区里的每一株香樟树、桂花树，整个小区大
约有1000棵树。除了照顾树木，他还热心参与
到社区的文明创建工作中。

▋张琳 胡正球 记者 沈娟娟

给1000棵树当“免费保姆”
见到刘永初时，他穿着一身工作服，衣服上

有的地方沾着泥土，有的地方有些油渍。
立新社区工作人员关心起他的腿。原来，今

年3月底的一天，刘永初饭后搬着凳子铲除小区
楼道内的“牛皮癣”，当他踩上凳子准备清理贴在
门头上的一张“牛皮癣”时，不慎摔下板凳，腿骨折
了，在家休息了两三个月。“没什么大碍，就是脚背
偶尔有点疼，差不多好了。”刘永初回答道。

社区工作人员介绍，2009年以来，山湖苑小
区进行绿化，种植了约有 1000 株香樟树、桂花
树，刘永初接过了照顾这些幼株的“任务”，天干
了浇水，时间久了松土、施肥。8年来，刘永初就
这样悉心照料着，如今，这些树已经长大。

前段时间，小区里有个老太太，要把门前的一
株香樟树锯掉，然后种菜。刘永初知道了，赶紧阻
止：“你知道这一棵香樟树的价值吗？你种多少菜都
不值这棵树。”老太太一听，赶紧打消了锯树的念头。

为了照看好这些树，刘永初在看报时，一发
现有关香樟树、桂花树的知识就赶紧记下来，

“只有好好了解不同树木生长的习性，才能更好
地守护它们。”

志愿活动少不了他的身影
听到小区里议论红绿灯被树枝挡住后，孩子

上学放学很不安全，刘永初借了梯子带上工具，
锯断树枝；巡逻时发现有人偷大货车的油，他机
智地和值班人员讲话，吓跑了偷油贼……刘永初
老人一直热心公益，小区的志愿者活动中也总少
不了他的身影。

记者了解到，刘永初1968年当兵，在部队里
养成的习惯对他影响很大，现在，刘永初的生活
也非常有规律。“我现在每天睡四个小时左右，起
床后大多数时间都在小区里溜达，看到文明创建
的标语歪了，就把它扶正，有的地方新出现了‘牛
皮癣’，就把它铲掉。”刘永初说，起床早还主要
是在小区里巡逻，山湖苑比较大，住的老人孩子
较多，多转转多看看，希望小区更安全。

老党员8年给千棵树当“免费保姆”

在这里，遇见有温度的合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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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肥失业保险基金
将为企业稳岗补贴

星报讯（记者 祝亮） 近日，合肥市下发通知，
正式启动使用失业保险基金支付企业稳岗补贴工
作，此次补贴对象为采取有效措施不裁员、少裁员，
稳定就业岗位的企业。

申请企业生产经营活动应符合国家及所在区
域产业结构调整政策和环保政策，即非国家或省、
市政策性关闭破产(整体关闭破产)名录内企业，且
企业申请年度未受过环保部门行政处罚，非严重违
法失信企业或“僵尸企业”，依法参加失业保险并缴
纳失业保险费用，上年度未裁员或裁员率低于同期
省城镇登记失业率。

稳岗补贴按照企业上年度单位和职工实际缴
纳失业保险费的 50%确定，主要用于职工生活补
助、交纳社会保险费、转岗培训和技能提升培训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