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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里成立物业公司 村民当上物业“管家”
南区探索争创全国文明典范城市常态化机制，让创文成果持续惠民

为把争创全国文明典范城市的过程变成解决问题、服务群众、改善民

生的过程，为居民带来看得见、摸得着的幸福，2月25日上午，南区街道良

都社区党委联合“红色先锋”联建单位中山市公路工程建设中心党支部、恒

美经联社党总支开展“美丽良都，你我共建”文明创建志愿服务活动。记者

了解到，自我市发出争创全国文明典范城市的动员令后，南区街道各社区、

各单位闻令而动，通过开展“文明来敲门、创建文明商圈、引进物业参与农

村人居环境治理”等多种方式，让文明风景“常驻”。

本报记者 徐钧钻

■红色先锋积极参与基层创建
周末的恒美村停放着不少汽车，一排

整齐的自建房中间，一处长满杂草的空地
显得格外突兀。

早上 9时许，恒洋一街五巷来了一群
志愿者，中山市公路工程建设中心、南区
街道机关、良都社区、恒美经联社党总支
的党员和群众志愿者约 100人拿着除草
机、铁铲、扫帚来到这里，对恒洋三街十一
巷 1号前面空地及恒洋一街五巷 1号侧面

空地及周边小巷的杂草、垃圾进行割除和
清理，随后用沥青渣堆进行铺平。两个小
时后，约 200平方米的“卫生污点”摇身一
变便民停车场。

良都社区党委书记杨焕伟说，社区党
委积极响应市委市政府争创全国文明典
范城市的号召，在日常“文明来敲门”入户
问卷调查中，征集到许多“文明好声音”。
当中就收到恒美村的村民反映，在恒洋三
街十一巷有块空地长满杂草，许多出租

屋的住客不自觉地将垃圾倒在草堆里，
有时候还发现动物尸体。收到村民的反
映后，社区党委积极极争取“红色先锋”联
建单位中山市公路工程建设中心党支部
资源支持。该单位随即表示愿意捐赠 800
立方米沥青渣给恒美经联社，对该路面进
行微改造，并组织志愿者参与基层志愿服
务。看到昔日长满杂草的荒地变成便民停
车场，住在附近的李大爷笑得合不拢嘴。

“这下卫生好了，空气清新了，女儿周末回
家再也不用把车停得老远。”

■成立物业公司进行精细化治理
南区街道的自然村多，出租屋多，缺

乏物业管理，迂回曲折的村道容易“藏污
纳垢”，如何探索农村人居环境治理的常
态化机制？记者 25日采访了解到，中山市
良都恒美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已注册成立。
未来他们将聘请本村的股民参与管理，在
解决村民就业问题的同时，为村民提供人
居环境整治、停车秩序规范、房地产租赁
等物业服务，通过物业租赁管理和收取停

车费实现自我造血。
恒美经联社党总支书记李敏政告诉

记者，物业公司有近 20 人的规模。由于
物业员工是从辖区股民中招聘而来，为
了打理好自己的家园，员工将使出主人
翁的干劲。不仅如此，为了提高物业服务
人员的技能，村集体还将组织先进的物
业企业、行业协会参加培训，强化人员技
能和服务意识，配合奖惩机制和各项保
障措施，推动农村人居环境治理向“精细
化”发展。

杨焕伟说，一直以来，农村人居环境
治理是基层的难题，南区街道的志愿者热
情很高，但乱停放、卫生黑点治理不能靠

“一阵风”，必须有一套常态化的机制和人
才队伍。恒美村的试点将为其他自然村引
进物业管理积累经验。下一步，良都社区
党委将把解决群众最为关切的实际问题
作为文明创建工作的重心，携手“红色先
锋”联建单位、居民群众等合力下好“一盘
棋”，打好文明创建“组合拳”，为居民构筑
新时代文明家园。

余子轩一家合影。

■“好人”家风代代传
“我的爸爸和爷爷从来没有跟我讲

过他们救人的故事。”对于自己的爷爷
余添洪是中山“身边好人”、爸爸余子轩
是“中山好人”“中国好人”，10 岁大的
余睿潼还是从学校图书室的报纸上看
到的。

时光回溯到 2011年 10月 15日，正在
家里煲汤做饭的余添洪，远远听到有人呼
救，急忙冲出家门看个究竟，原来距离房
屋约 200米处的街心公园内有儿童落水。
人命关天，尽管时年 58岁的余添洪因高
血压中风腿脚不便已有一段时间，但听到
呼救后依然不顾身体不便，马上跑到水边
察看情况，奋不顾身跳入水中打捞落水的
儿童。1分钟不到，已昏迷的落水儿童被
救上岸。经过一番抢救，余添洪与其他赶
到的村民一起，成功将落水儿童从生死线
上抢夺了回来。余添洪由此荣获中山“身
边好人”称号，并被评为第 22 届中山市

“十杰市民”。
一个人做好事不难，难的是一代又一

代人都做好事。时间跳格到 2014年 7月 18
日下午，正是台风来袭前。当时正在大涌
镇网数中心工作的余子轩和同事，听闻不
远处住宅楼里有个小女孩正悬挂在二楼
窗户，便立即赶往出事地点查看。发现被
困在窗外的小女孩当时大半个身体已经
悬空挂在窗户防盗网之外，头部则卡在防
盗网里面。情况紧急，余子轩等一众青壮
年爬上了房门前的雨篷，将小女孩托起，

最终顺利救下被困小女孩。事后，这件见
义勇为的事件被媒体争相报道，“大涌托
举哥”一度成为热点名词，而参与救援的
余子轩等人也先后被评为“中山好人”“中
国好人”，并且登上了2014年10月的“中国
好人榜”。

“平时，爷爷奶奶爸爸妈妈都教育
我和弟弟，要友爱同学，互帮互助。”虽
然年纪小，但余睿潼耳濡目染的家庭氛
围就是互敬互爱，家里人都是热心肠，
不仅乐善好施，更是将助人为乐当成应
为之事。

■身教大于言传
面对奖励和荣誉，爷爷余添洪不改淳

朴，他说：“当时根本没时间去想其他，我

是‘水上人’，水上救助危难，是我的能力
所在，也是我应尽的职责。”回忆起自己

“托举”的那一幕，爸爸余子轩的回应也如
出一辙，“当时什么都没想，就觉得一定要
尽我所能，保护孩子的平安。”他觉得那是
任何人在相同情形下都会作的选择。两代

“好人”都选择以平常心对待自己的荣誉，
平日里更不会主动与家人讨论这件事。对
他们来说，更看重的是在日常生活对孩子
们言传身教的影响。

对于余子轩来说助困济难、助人为
乐，是他从小就耳濡目染的教育。从小生
长的大涌镇叠石村民风淳朴，邻里之间互
助友爱是最寻常不过的事。父亲余添洪就
是村里出了名的热心肠，经常帮村里人搬
东西、碾稻谷，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2008

年，大学毕业的余子轩回到村委会就职，
直到今日，只要见到村中的孤寡老人耳目
混沌、行动不便，余子轩便会主动提供帮
助，或者为他们寻医就诊，或者帮老人家
做家务。

余子轩与妻子结婚已有十余年，如今
有三个孩子。夫妻二人因为工作繁忙，平
日都由老人照料孩子。三代同堂的情况
下，余子轩与妻子就特别注意身体力行地
教孩子们如何尊重长辈、善待长者；并经
常带着孩子们参加公益活动，通过实践告
诉孩子要换位思考，帮助别人就等于帮助
自己……他们以爱守护亲人，和睦邻里，
尽心工作，不仅搭建了一个幸福美满“小
家”，也用自己的力量一点一点去影响社
会“大家”。

走进“文明家庭”解密“文明密码”
在这个家里，父子两代人都在

危急关头勇于救人，但他们都认为

这样做只是出于本能反应。每个“文

明家庭”都有自己的“文明密码”，对

于中山市“文明家庭”余子轩家庭而

言，一家人相亲相爱、互勉互励，并

身体力行将良好“家风”一直传承下

去，谱写着一曲平凡奉献之歌。

一家两代出“好人”平凡小家写大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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