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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车慢行，请注意后方来车。”近

日，公交8路车队为全线15辆运营车

安装了安全语音播报器。播报器通过

红外感应装置自动播报提示语，提醒

乘客小心避让后方车辆，让市民乘车

更添一份安全保障。

本报记者 王赫岩 通讯员 鲁琪 文
本报记者 王津 通讯员 鲁琪 摄

公交车再添
安全“神器”

本报记者 刘畅

“从小到大我得到过很多帮助，
现在我能尽己所能为有需要的残疾
人提供帮助，我感到很快乐！”今年43
岁的王婵是一名视障残疾人，也是和
平区劝业场街宁夏路社区的残疾人
专职委员。七年来，她一直为社区
220余名残疾人服务，帮助他们解决
各种困难。

身残志坚
“全社区有220余名残疾人，60岁

以上的老年残疾人占到半数以上。”王
婵一边说着，一边打开自己的手机，把
手机屏幕举到眼前，调出社区残疾人
详情表。

王婵属于四级视力残疾，上学时
只有坐在讲台旁边，才能看清老师的
板书。“我从小就是医院的常客，当年
给我治病的实习生如今都已经成为科
室主任啦。”她笑着说。因为视力不
佳，距离两米开外的物体，王婵只能看
到轮廓，她因此遭受了很多常人难以
想象的痛苦。但在王婵身上，人们总
是能感受到乐观、积极，她爽朗的笑声
给身边的残疾人带来了欢乐和积极向
上的正能量。

七年前，王婵通过考试成为宁夏
路社区残疾人专职委员，从此开始为
社区残疾人群体提供服务。“以前的工

作对我来说只是一个养家糊口的普通
工作，如今在社区里为残疾人服务，不
仅是我的工作，更让我收获了快乐和
幸福。”王婵说。

热心社区
记者看到，王婵存在手机中的

社区残疾人详情表不仅清晰地记录
着每一名残疾人的姓名、年龄和住
址等信息，还记录着每个人的基本
生活情况和需求。社区220余名残
疾人，每个人、每家每户的情况都不
同，所面临的困难也在随时变化。
这些事，王婵都会牢牢记在心上，怕
人多事杂，她还会把最重要的事情
记在本子上。

75岁的安大爷因脑梗复发造成
肢体残疾，由于家中厕所是传统的蹲
坑，老人每天如厕成了一件天大的难
事。“安大爷的老伴儿也扶不动他，老
人每天上厕所都很憷头。”王婵说，老
两口一直想找人改造厕所，但都因
“活儿小不赚钱”被婉拒。王婵了解
情况后，根据政策帮老两口申请了卫
生间无障碍化改造。不久前，施工人
员来到安大爷家将蹲坑改造成坐便
器，还在一旁安装了扶手，老人今后
再也不用为上厕所犯难了。

尽力助残
王婵常说，自己是一名残疾人，所

以在工作中更能体会到残疾人的心理
和感受，更能与他们共情。很多残疾
人难免会有自卑的时候，有些人甚至
不愿意走出家门接触社会。王婵经常
挨家挨户入户走访，跟残疾人聊天，了
解他们的需求和状态。她还常询问残
疾人的爱好，一旦发现相关活动，就联
系对方来参加。在她的带领下，不少
残疾人逐渐从自卑的阴影中走出来，
变得更加热爱生活。

一次，王婵在偶然间发现社区里
一位残疾老人唱歌很好听，但老人平
日里深居简出，很少与人交流。为了
帮老人多接触外面的世界，社区一有
活动，她就联系老人来唱歌，老人动
听的歌声受到社区居民的喜爱。后
来一家商场举办表演活动，她还特意
邀请老人到商场为市民演唱。老人
的生活越来越丰富多彩，整个人的状
态越来越好。

这几年，八旬老人福奶奶耳背
的情况愈发严重，家里来人敲门都
听不见。老人觉得人上了年纪，耳
背很正常，但王婵觉得这样不行，通
过仔细观察，她建议福奶奶到医院
进一步检查。老人到专业机构检查
后，发现是退行性耳聋，并且已达三
级残疾标准。得知结果后，王婵马
上通过区残联帮老人申请安装了可
视门铃，并给老人详细讲解使用方
法。“王婵和我的亲闺女没啥区别。”
福奶奶感动地说。

视障残疾人王婵尽己所能热心助残

用爱照亮残疾人心灵

身边圆梦 365
市文明办 今晚报 主办

本报讯（记者何欣）热心市民靳先生近
日向本报热线反映，南开区卫津路八里台
公交站候车亭的站牌灯箱不亮。

记者随后到现场看到，八里台公交站候
车亭安装了两个灯箱式站牌，其中一个站牌
的灯箱不亮，导致站牌上的线路图和站点信
息模糊不清，影响乘客查看。正在站台候车
的市民刘女士说，该站牌的灯箱已经损坏四
五天了，希望有关部门尽快处理。

记者将上述情况反映给公交集团服务
热线，工作人员表示会尽快派人到现场查
看处理。 （奖靳先生信息费25元）何欣摄

公交站牌灯箱不亮

我在现场我在现场

本报讯（记者何欣）连日来，东丽区新
立街道海雅园社区闻“汛”而动，多措并举
做好防汛工作。

海雅园社区组织物业公司提前准备防
汛物资，并坚持防汛排涝24小时值守。第
一时间组织社区工作人员和物业公司做好
排涝工作，确保排水畅通和居民安全出
行。了解到地库漏雨的情况后，居委会立
即组织物业公司对漏雨点位进行抢修，在
最短时间内解决了漏雨问题，保障了居民
的正常生活。

雨过天晴，物业公司工作人员立即行
动，清掏淤泥杂物，清理倒伏树木，加快排水
速度，缓解排水压力，保障居民安全出行。

东丽区海雅园社区多措并举防汛排涝

织密防汛网
筑牢安全堤

本报讯（记者李倩）雨情、汛情就是命
令。连日来，北辰区退役军人积极响应号
召，出动上千人次，全力以赴投入抢险救
援，以实际行动践行“退役不褪色”。

8月1日凌晨，面对滂沱大雨，广大退
役军人按照分工、争分夺秒，通过手拿肩
扛、人墙接力的方式，向堤坝边缘指定位置
传递沙石袋，确保一层层垒砌夯实。大家
不顾疲惫、连续奋战，身上的迷彩服早已被
汗水、雨水、泥水浸透，但依然阻挡不了他
们的忙碌的脚步。经过近8小时奋战，河
堤加固工作终于顺利完成。老兵们说，虽
然已经退役，但他们军人骨子里的那份家
国情怀永不会褪色，不管什么时候，只要党
和国家有需要，大家就义不容辞。他们用
实际行动诠释了“辰兴十干”精神，践行了
“若有战、召必回”的铮铮誓言，在堤坝上度
过了一个特殊的“八一”建军节。

北辰区退役军人积极参与抢险救援

退役不褪色
抗洪在一线

本报讯（记者刘畅）他们从津城驰
援河北涿州，在深达一两米的洪水中
一寸寸搜索探寻，在或扶或背或抱中，
努力营救出一条条鲜活的生命。这其
中，既有九旬老人，更有一名刚刚出生
仅22天的襁褓婴儿。这些为他人送
去生的希望的救援人员，就是天津西
青平安蓝天救援队的队员。

8月1日17时22分，“涿州公安
网络发言人”发布微博求助：河北省
涿州市全域停水、部分停电，需要大
量船只转移群众。时间就是生命，救
援刻不容缓，天津西青平安蓝天救援
队迅速集结 8名精通操舟、水上救
援、激流救援等专业技能的队员，带
着救援装备于当日18时30分出发，
奔赴涿州灾区。

“我们这次带去30米绳索2套、
100米大绳1根、15匹船机2台，还有
冲锋舟等救援装备。8月2日凌晨到
达涿州市蓝天救援前线指挥部，简单
休整后，分成两个搜救小组迅速投入
到救援任务中。”天津西青平安蓝天救
援队队长王宝鹏告诉记者。

8月2日清晨，其中一个搜救小组
接到任务，一名刚刚出生仅22天、还
没满月的婴儿处于脱水状态，需要紧
急转移。组长高民和队员李登明立即
前往营救。由于婴儿母亲和婴儿均无
法涉水，高民背着婴儿的母亲，李登明
怀抱着未满月的婴儿，先后将母子俩
平安护送至冲锋舟上。“我们这次营救
了很多被困婴幼儿。有一名1岁左右
的宝宝，抱着他出来的时候，他嘴里叼

着安抚奶嘴，小手紧紧抓着我的衣
服。那一刻，我觉得一切都是值得
的。”高民说。
“踩着我的肩膀！”8月2日中午，

王宝鹏带领队员在一栋小二楼开展搜
救时，发现多名被困人员。当时水深
已超过2米，水位还在不断上涨，情况
紧急需要马上撤离。但被困人员所在
位置偏高，直接跳到冲锋舟上可能会
造成侧翻。队员孙涛用自己的肩膀为
群众架起“生命之梯”，他说：“走不稳
我们就扶着，站不稳我们就背着、抱
着。危急时刻，我们的肩膀、怀抱能够
为他们带来安全，一切都是值得的。”

截至记者发稿时，天津西青平安
蓝天救援队已在涿州营救出受困居民
90余名。

至发稿时，西青平安蓝天救援队已在河北涿州救出90余名受困居民

洪水中，救出出生仅22天婴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