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市民陆先生带着照相机、打印设备来到市中区立新小区，免
费为60岁以上的老人照相。陆先生使用电脑软件，让老人们不出家门
就能在“天安门”、“苏州园林”、“三亚海边”等景点留影，深受小区居民
的欢迎。 （记者 孔浩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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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女士的婆婆坚持孩子的名字必须
由孩子的爷爷来取，可胡女士却认为，妈
妈给孩子取名也是无可厚非的事，接下
来的几天，全家人围绕到底该由谁给孩
子取名的问题闹得非常不愉快。

“我们单位很多同事都是自己给孩
子起名字，那名字取得既个性、洋气又
雅致，还很独一无二，同事们得知我给
孩子取名‘奕玺’时，都觉得这个名字
不错，可是我怎么也想不明白，原本很
高兴简单的一件事，怎么在婆婆那里就
是行不通，我不明白为什么婆婆非要坚
持给孩子取名‘昭阳’，后来，丈夫告
诉我，之所以给孩子取名‘昭阳’，是

按照孩子的班辈取的。”胡女士觉得特
别委屈，“自己这辈子可能就这一个孩
子，如果孩子的名字不是自己取的，这
将是一件憾事。再说，现在孩子都生活
在城里，如果再按照家族辈分起名的老
传统，我担心孩子上学以后会被别的孩
子嘲笑。”

据了解，在为给孩子取名这件事
上，不少年轻父母因与上代人意见不统
一而产生矛盾的情况并非个例。“年前
儿子出生时，孩子的爷爷非常兴奋，兴
奋之余孩子的爷爷随即给孩子取名‘保
根’，此名一出，立刻遭到妻子的反
对，虽说没有达到上纲上线的地步，但

是家里人还是为此发生了不愉快。后来
经过我一番苦口婆心的两面讨好，才没
有发生大的冲突。”市民罗先生说，“老
年人讲究班辈，家里人的名字也是按班
辈一代代往下延续，而年轻人有自己的
想法，有的喜欢用出其不意的名字，有
的喜欢用生僻字给孩子取名，还有的则
喜欢搞怪的名字。这样下来，年轻人在
很多时候跟老一辈人的老观念合不上
拍，但不管是父母还是孩子的爷爷奶奶
都是为孩子好，希望孩子的名字给孩子
带去吉祥，从这一出发点来说什么事不
能坐下来商量呢？”

（记者 张莉萍）
“俺住在这里十多年了，感觉这里管理规范，

非常安全，非常舒适。”东盛社区居民褚军如是
说。

东盛社区花园别墅错落有致，设备管理规范
有序，人居环境非常宜人。该社区是市中区一个
高档住宅小区，下辖白马庄园、福华园、德仁俊园、
巨典豪庭、国泰花园 5个居民小区，总户数 4264
户，总人口 13644人。据社区负责人王德江介绍
说，“辖区划分为19个单元网格，通过加强对单元
网格内的事件巡查预测，建立监督和处置互相分
离的形式，实现街道、社区社会管理的规范化、精
细化、数字化管理，实现社会服务零距离、社会管
理全覆盖、居民诉求全响应。”

东盛社区推行全国通行的6S物业管理模式，
建立起绿化、清洁、规划、美化、安全、健康六大评
考体系。统一规划商业区、生活区、健身区、停车
位，及时修缮、美化主干道两侧和标记。维护休闲
场所安全，设立 20多处景点，外观统一、和谐、美
观，实现整体院落园林化。在监控中心建设了高
标准的技防“监控报警中心”的基础上，对社区内
所有小区投资20余万元安装了电子监控系统，并
有效地进行了信息收集预报、预警防范分析处
理。为安保人员配备警务通等装备，充实配备了
警务用车1辆；按照派出所治安划分区域，成立了
专职联防队昼夜巡防，社区治安秩序良好，确保了
辖区安全稳定。

社区还广泛开展党员志愿服务网。70多岁
的社区居民孙义忠老人说，“去年我不小心把脚扭
了，党员扶老护幼志愿队把我送去医院及时治
疗。”该社区开展“816”党员进社区志愿活动以来，
共发放“七彩心志愿服务卡”1600多张，帮扶居民
达300多人次，办实事好事70多件，调处各类矛盾
纠纷15件，各类帮扶资金达3万余元。

（记者 岳娜 通讯员 徐瑞福）

事情发生在上周末，邻居吴先
生休息不上班，在家闲的无事，便
去找陈先生聊天。据了解，两人不
仅互为比邻，平时也是关系要好的
朋友，也经常到对方家里做客，不
过这一次显然要比以往的时候惊险
得多。

“我俩当时在吊扇下面聊天，说
了一会儿话，我觉得有些口渴，便
起身去倒茶，没走两步便听见‘咣
当’一声，我回头一看，吓得差点
没了魂儿，只见本应该吊在屋顶上

的吊扇掉在了地上，老吴正捂着流
血的胳膊坐在地上，一瞬间我便明白
刚才发生了什么。”陈先生表示，家里
的吊扇已经在房顶上安了三十多年
了，从来没有发生过掉下来的事情，
而他也从没有想过，好好安在房顶上
的吊扇会掉落下来，偏偏掉落下来的
时候邻居兼好友的吴先生也在场！

“当时虽然把我吓坏了，但是我
也没敢耽搁，马上把老吴带到医院就
诊，所幸老吴只是受了点皮外伤，不
然我真要愧疚死了。”陈先生表示，幸

好当时他起身倒水，不然他的下场估
计要比吴先生还要惨。不过令陈先
生感到纳闷的是，好好的吊扇怎么就
突然掉了下来呢？

“可能是年月已久，连接吊扇的
地方不堪重负，掉了下来，要知道那
个吊扇可十斤左右呢。”陈先生说。
不过这次的事件也让陈先生意识到，
吊扇的淘汰并非没有道理，家里的吊
扇该淘汰了，换个空调也许是个明智
的选择。

（记者 寇光）

“我上午在微信朋友圈发了条状态，还和朋友
们互动聊了几句，互相吹牛打屁。中午回到家之
后，老爸就说我以后说话要注意，不要胡言乱语。
当时听的我一愣，中午吃完饭后拿起手机和朋友
们聊天时才反应过来，原来我发表的状态被老爸
看到了。”家住新城区的小张说道，“最近给老爸的
手机安装微信之后，他就把我的微信号加成了好
友，这下可好，我发的一些无聊的状态让老爸看到
后对我开始了一番教育。”

随着智能手机的普及，智能手机不再是年轻
人的专属品了。很多50后、60后纷纷开始玩起了
智能手机。而像QQ、微信这些网络通讯工具好多
中老年人都会使用。“早知道就不听老爸的话，和
老爸成为微信好友了。现在就好像随时有只眼睛
盯着我似的，只要一玩微信就发怵。”小张说。

“我上大学之后为了方便，把爸爸妈妈的QQ
号都加为了好友，方便我们之间聊天交流。可现
在这成了我的‘紧箍咒’了，晚上上网稍微晚一点，
QQ只要还在线，爸妈肯定会说我怎么这么晚了还
在玩。所以，微信我是坚决不加父母了。”今年上
大三的小王说道。

“我和父母在微信上的沟通还是比较好的，有
时候心情不好的时候发条状态，父母还在下面留
言安慰，看到父母的留言心情会不由的好起来。
但是平时的一些状态等，父母一般不会打扰。我
感觉加父母微信还是不错的。”家住市中区光明路
的小杨说，“其实加不加父母的微信不重要，只要
平时和父母多沟通就行。加上父母微信号，平时
互动一下，感受父母的关爱也是一种幸福。”

（记者 李帅）

老年人讲班辈 年轻人求个性

为给孩子取名 婆媳闹矛盾
近日，市民胡女士生下一男婴，在一家沉浸在喜悦中时，为孩子起

名也被提上了日程。胡女士在为孩子取名时颇费心思，又是翻阅字典

又是在网上给名字打分，经过好几天的“精雕细琢”，胡女士终于给孩子

起了一个让她满意的名字“奕玺”。没想到的是，正当她兴冲冲地把这

个名字摆在全家人面前征求意见时，麻烦也随之而来。

吊扇掉落砸伤串门邻居
客人幸无大碍 主人内疚后怕

现如今曾经是家家户户必备的吊扇，如今已经被
空调代替，变得寥寥无几。不过依然还有一些家庭仍
坚持使用吊扇，家住薛城区永福路上的陈先生便是其
中之一。不过令陈先生意想不到的是，前几日邻居吴
先生来家里做客时，居然发生了惊险的一幕，吊扇从房
顶掉了下来！

东盛社区环境宜人

网格化平台为居民服务

加了父母微信

失去“言论自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