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7 社会
2024年7月2日 星期二 责编：余强 美编：单君

听民意、解民忧、聚民智、惠民生，

“政民连心桥 有事您说话”专栏搭建

各区党委、政府与百姓沟通的桥梁。

更多内容，请扫描以上二维码或者微

信搜索“天津日报”，在底部菜单栏进

入“主官周记”评论留言。

蝶桥下的群众音乐会

■本报记者 黄萱

南开区翔宇大厦门口有大面积道路损
坏，车辆无法停放，就连行人路过都要十分
小心。这是《天津日报》微信公众号“16区
主官周记·政民连心桥 有事您说话”栏目
连日来接到最多的反映。

市民王先生介绍，翔宇大厦天津市
口腔医院第二门诊部门口，有一大片便
道损坏，已经有很多年。破损的位置在
路口，是交通要道，也是周围凤仪园、耀
远里、仁善里的居民去往翔宇公园的必
经之路。“这地方正好在口腔医院门口，
停车的、看病的也都得经过这条路。”王
先生说，“我们向相关部门反映过，但一
直没有修，不知道问题卡在哪里。”

翔宇大厦位于南开三马路与二纬
路交口，破损的路面正好在路口处。记
者调查发现，此处原先铺设的是面包
砖，由于年头较长，很多砖翘起，部分砖
块缺失，就造成了路面破损严重，大坑

小坑不断。周围居民介绍，这块破损路面
是老问题了，熟悉的人绕着走，不熟悉的
人有时候会被破损的砖块绊倒，机动车、
非机动车在这样的路面上也难行。

南开区兴南街耀远里社区多次出面协
调，想修整这块地，其间因道路产权问题、维
修资金等各种原因无法维修。社区党委书

记王昊介绍，这条路破损情况要追溯到15年
前，“据之前的社区工作人员介绍，当时就有
市民反映砖块松动的情况。”随着年头越来
越长，路面破损越来越严重，面积也越来越
大，群众反映强烈。这块地虽然在翔宇大厦
外的便道上，但是属于小区红线内。小区开
发商早就撤出，小区的建设属性为商住两

用，在居民购房时并未缴纳住房维修资金。
“也就是说，小区没有多余的资金来维修这
块地。小区公共部位的维修基本由物业来
完成。但这块地面积大，路面需要重新铺
设，费用极高，物业无力承担。”社区近年来
与物业公司、小区业委会等进行过多次协
调，但没有找到最佳的解决方案。

前不久，兴南街道、耀远里社区与翔宇大
厦商业承包方天津市中和创展商业管理有限
公司召开多次协调会，就目前破损道路的现
状进行沟通。中和创展是翔宇大厦的底商，
为了解决市民的诉求，也为了营造更良好的
营商环境，针对居民群众反映的问题、道路停
车场停车的现状进行一一研判，最终达成一
致，由街道、社区配合中和创展，协调办理相
关手续，由中和创展负责施工，修整路面。

记者日前得到社区反馈，翔宇大厦门
前这块坑洼了15年的路面终于维修完毕，
共花费100万元。维修后的路面平整，铺
设的砖块整齐划一，为老百姓出行提供了
安全保障。 图片由社区提供

■本报记者 黄萱

日前，有市民通过《天津日报》微信公
众号“16区主官周记·政民连心桥 有事您
说话”栏目留言反映，红桥区西沽街道龙
禧园第二社区龙禧理享党建文化广场上
休闲长椅不够用，希望增加长椅数量。

居民王大娘介绍，龙禧理享党建文化
广场是小区居民最喜欢的乘凉、聊天的地
方。由于小区年头比较长，设施大部分老
化损坏，长椅更是年久失修，破损严重，存
在安全隐患。2023年，居民曾提出改造的

心愿，广场所在的龙禧园第二社区更换了8张
新的休闲长椅。“但我们发现长椅不够用，很
多人没有座，就想问能不能再加几张？”

社区了解情况后，充分征询居民意见，
选址、购置、筹备，在更换8张长椅的基础上
又新安装了4张两米长的休闲长椅。龙禧
园第二社区党委书记郭宣丽介绍，原先广
场上是蓝色的塑料椅，已经有10年之久，早
已损坏，后面加装的长椅也已经有四五年

了，不但破损，本来固定在地面上的长椅也
因损坏，翘起，被居民搬来搬去。“广场是居
民重要的休憩场所，长椅不能坐了，居民就
将家中的破旧沙发搬到广场上。”因此，居
民提出增加长椅数量时，社区立即去办，方
便了居民，又避免了居民把旧沙发、旧椅子
摆放在小区里影响环境秩序。

散步经过的居民看到新的长椅连连称
赞道：“我们的‘心声’有了‘回声’。”

长达15年的破损路面 修好了

长椅破损严重 社区换新又加装

■本报记者 房志勇

6月30日，“首届天津中职学校、民办
高中家长见面会”在天津汉德职业学校举
办，天津19所中职学校到场答疑解惑，帮
助学生家长填报志愿。

活动现场会集了上千位前来咨询的学生
和家长。天津红星职专、天津劳动保护学校、
天津劳动经济学校等学校面对面为考生及家
长答疑解惑，提供志愿填报指导服务，就考生
及家长关注的共性问题进行深度解析。“合理
填报志愿，能减少滑档的可能性，高中补录和

中职学校志愿混报一定要看清细则。”
中职学校，作为职业教育重要组成部

分，为学生提供了实用的技能培训和职业
导向的教育。在这里，孩子们可以根据自
己的兴趣和特长，选择适合自己的专业，为
未来的职业生涯打下基础。记者了解到，
中职学校越来越注重学生的综合素质培
养，让他们在学习中不断成长，成为具备职
业素养的专业人才。在这次见面会上，家
长和学生与中职学校老师面对面沟通，更
加清晰地认识到职业学校的优势和价值，
从而做出更加合理的选择。

一场面对面沟通的职业教育见面会

■本报记者 韩爱青

市民不慎落水，幸遇民警、辅警经
过，与热心市民一起架起人梯，将市民
托举上岸。

事情发生在6月19日14时许，公安
北辰分局双街派出所民警和辅警在处
置一起警情途经御龙园西侧大堤附近
时，突然听到下方河面传来呼救声，两
人下车迅速赶往发出求救声的地点，发
现河对岸有一名市民落入水中，对方手
拽着河中的芦苇，时沉时浮，不断呼喊

着：“快救我，我不会游泳。”
民警一边安抚落水市民让他不要乱

动，一边呼叫增援并赶往河对岸尝试进行
营救。辅警殷家轩在周边寻找营救工具未
果的情况下，不顾自身安危，与热心群众刘
先生一起下水营救落水市民。此时，岸上
一名钓鱼群众鲍先生也加入了营救团队，
三人手搭手架起人梯，托举起落水市民，最
终合力将其救上岸。因营救及时，落水者
没有大碍，随后民警将其送回家中。

经了解，落水市民杨先生酒后到河边
散步乘凉，由于脚下不稳，不慎坠入河中。

警民手架人梯 救下落水群众

■本报记者 房志勇

最近，位于河东区中环线的蝶桥成了不少音乐爱好者的打卡地，为
了一探究竟，6月29日晚上，记者赶赴现场。
“骏马奔驰在辽阔的草原，钢枪紧握战刀亮闪闪……”入夜的蝶桥，

微风驱散了一天的烦闷，伴随着悠扬的旋律，嘹亮的歌声换来阵阵掌
声，高涨的气氛胜过夏日的温度，这就是天津市蝶桥百姓大舞台的现
场，被天津民间音乐人视为最接地气的草根舞台。19点30分，位于河
东区蝶桥下的一片几十平方米的空地上，由天津和谐管乐团举办的迎
“七一”专场音乐会如期上演。

“下面请听《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由全体歌手和乐队一起为大
家演出。”这种传统的报幕方式大概只有在蝶桥下还能听到，周边观众以热
情的掌声表示欢迎。在一个半小时的演出里，由河东区和谐管乐团50名
乐手和10余名优秀歌手联手为大家奉献了一场精彩的铜管交响盛宴，一
首首歌曲激情昂扬，观众们听得如痴如醉。团长刘欣生告诉记者，他们乐
团的团员大部分是棉纺厂退休职工，“最年轻的也已50多岁了，共同的爱
好把我们聚在一起。作为民间团队，一年要演出30余场，蝶桥百姓大舞台
是最吃功夫的地方，也是大家最钟情的舞台。”露天的场地不太拢音，没有
电源只能靠自带的大功率电瓶为音响供电。“这里虽然条件简陋，但是最接
近观众。我们乐团从2006年在这演出，几乎每年都要安排几场，这里是梦
想起步的地方。”78岁的刘欣生提起蝶桥大舞台，感慨颇多。
“这里每天都有演出吗？每次演出都是固定的乐团吗？”带着好奇和

网友的期盼，记者将问题一股脑抛了出来。“出现过好几个乐团同时到场，
抢场地的情况啊！”刘欣生笑着请来了蝶桥百姓大舞台管委会主任——人
送外号“铁球哥”的王贵林，由他讲述起对这块不到100平方米场地的管理。
“前几天中高考的时候，蝶桥百姓大舞台停演一段时间。除此以外，

从4月中旬天气转暖开始，一直延续到10月中旬，每天都有演出。最初在
蝶桥演出的音乐团体，都是家住附近社区的百姓，例如和谐管乐团、互助西
里星光艺术团、心相连艺术团、滨河艺术团等。最近这一年多来，蝶桥演出
的音乐视频在互联网上走红，全市不少社区乐团纷纷来此观摩、申请演
出。我和几个乐团团长就组建了大舞台管委会，为每天申请演出的乐团
排期。”王贵林展开手中的一卷卷演出表，上面写着某某乐团某年某月演出
信息，“我们会在歌迷群里发送演出信息，也会提前一天在桥下贴演出表。”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每年申请演出的乐团达到四五十个，最远的是
来自武清区的王庆坨教师音乐团。“前几天甚至连唐山的民间乐团都来报
名，受场地因素的限制，加上安全因素，暂时谢绝了他们的演出申请，等场
地规范一些，再欢迎外地乐团来津表演。”“铁球哥”告诉记者，来这里演出
的乐团都是社区民间乐团，其中不乏知名的职工歌唱家，也有随着大舞台
一起成长起来的歌手。“年龄最大的歌手是张有元，80岁了，一曲《北风吹》
颇受观众喜爱；每年在大舞台演出场次最多的是心相连艺术团，他们的快
板和独唱都特别受欢迎。”“铁球哥”其实也已经年逾古稀，管委会成员的平
均年龄超过70岁，但大家组织活动都很主动，很多人会提前两个小时到
场，冒着30多摄氏度的高温酷暑为乐团拉电瓶、搭台，做准备工作。

演出现场，记者偶遇蝶桥百姓大舞台发起人——82岁的赵连彬，他
坐在人群里欣赏着演出，听到精彩之处，频频点头。“我从小喜欢笛子，单
位同事都爱叫我‘笛子赵’，2000年退休在家感觉无所适从，当拿起笛子
在蝶桥下自娱自乐那一刻起，就萌生了组建民间乐团的想法。正好遇到
爱玩管乐的刘欣生，大家一拍即合，以互助西里社区居民为班底，成立了
蝶桥百姓大舞台最早的一支乐团——星光艺术团，刘欣生后来又组建管
乐团，我们两家隔三差五地在桥下演出，久而久之，吸引了一批固定观
众，大家欣赏水平越来越高。我们也慢慢吸纳了社区以外更多有才艺的
歌手。”“笛子赵”告诉记者，他已经将星光艺术团团长职务移交给了70岁
的马家海和李长河。虽然不再管理乐团了，但是讲起大舞台的故事，“笛
子赵”依旧动情，“希望更多的退休人员，能在音乐中找到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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