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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天要是路过我们院，闻着我们‘百家宴’
的饭菜香味儿，看到我们院里这么热闹，真是谁
看谁羡慕！”

大锅炖鱼贴玉米面饼子、土豆炖芸豆排骨、
白灼大黄蚬子……各家都积极奉献一道拿手菜，
这便是今年丹东新村社区居民们“百家宴”的菜
谱。他们的独特‘百家宴’至今已办了三年，每次
都是邻里间热闹、开心地一次欢聚，大家凑在一
起品美食、唠生活，哪怕平时生活中有点小矛盾
也在饭菜香味的蒸腾中消弥散尽了。

社会学专家表示，邻里之间举办“百家宴”
是一种非常好的社会现象，这种形式可以拉近
群体关系，给邻里间架起一道有效的沟通桥梁，
邻里和谐自然水到渠成。

40年邻居
办起“百家宴”

“我们院这个‘百家宴’已经是第三年了，现
在形成习惯了，天一暖和我们就办，只要是室外
不冷，个把月不办一回我们都不得劲。”丹东新
村社区的居民邢梅表示。最开始他们产生了要
弄“百家宴”的想法是在 2017年，那个时候他们
的老小区经过改造后，院里有了新铺的地砖和
新放置的休闲桌凳，小区面貌和卫生一下子提
升了很多。

环境好了，大伙也愿意在院里时常坐坐，一
起唠唠家常嗑。有一次就有人提议：咱们院里
也凑一起吃个“百家宴”怎么样？

没想到这个提议一说出来就得到了大家的
热烈响应。那由谁牵头办呢？大家咋分工呢，
想来想去，大家一致推举了邢梅——“她是党
员，我们信得过她，她平时为人可热心了，她张
罗能把大家都带动起来。”

得到了大家的信任，邢梅也没有推脱，一口
就应下了这个任务，而这一张罗就是三年。

现在他们小区的“百家宴”都已经有了固定
流程：每次一有人提议要弄“百家宴”，邢梅会先
跟大家询问，你们想吃什么？你们家哪天有空，
都谁能在家？你家小孙子那天能回来不？

待初步定下时间后，她就把相关信息写在
小区门口的黑板上，内容是“百家宴”的时间、地
点和收费方式——除空巢老人和患病老人之
外，参加人员按户为单位计算，采用 AA 制分摊
聚餐费用，以自愿参加为原则。

各显神通
带出自家拿手菜给大家品尝

“大家这样的聚餐都办过很多回了，所以现
在统计参加人员非常快，基本上是头一天公布
出来，第二天人数就能确定好。”邢梅说。人员
定下来之后，大家便一起商量菜谱，你一言我一
语，今年小区的“百家宴”的主菜谱很快就定了
下来——大锅炖鱼贴玉米面饼子，再来一锅土
豆炖芸豆排骨，如果谁家还有拿手菜愿意分享
也欢迎。

计划都定好了，接下来就是分工实施，邢梅
给大家分派买菜等任务。没有被分派任务的人
也不会闲着，“百家宴”当天早上才6点左右，没

有专项任务的人们也忙活开了，洗菜、择菜、架
锅……大伙都在院子里乐呵呵地忙碌着。

到了上午 9 点左右，前期准备工作都完成
了，点上大锅开始做饭，一大锅鱼都是邢梅的儿
子钓的，免费给邻居们品尝，芸豆是早上早市买
的，锅上贴的饼子也是大伙亲手做的。

席间还有各种可口的小菜——腌虾、黄蚬
子、凉拌菜、山野菜蘸酱等，都是大伙自发从家
里端出来的，请邻居们一起品尝。

说说笑笑
饭桌上将日常矛盾化解

大约中午 11点半，色香味俱全的“百家宴”
正式开席了，大伙纷纷动筷，可是邢梅却没有上
桌，她在忙着用饭盒把鱼和菜都分出好几份，安
排年轻人，将饭盒送到不能下楼的病人和空巢
老人家，让他们也尝尝大家的厨艺。

“我们这个楼大约是上世纪80年代建成的，
大伙住在一个院里都快 40年了，关系一直处得

不错，但是生活在一起，一些小摩擦还是难免
的，你说隔壁住着见面互相不搭理也不是个事
啊，可借由一起吃顿饭，大伙热热闹闹地在一起
把话说开了，也就好了。”邢梅说，现在他们院里
的这个“百家宴”已经不仅是吃顿饭热闹一下，
更是邻里间化解矛盾的好时机。

社区评价：
“百家宴”带动社区更加和谐

丹东六道沟新村社区副书记沈粹表示，社
区“百家宴”的牵头人邢梅是丹东振兴区巾帼志
愿者和优秀党员志愿者，平时就是一个热心肠
的人，她为人爽快办事麻利，社区有事都先想到
她。社区有时会在单元门贴一些退休认证等通
知，可却经常被风吹走，有时候居民没有看到通
知会错过办理时间，邢梅知道后，就义务在上下
班高峰期，在楼院门口告诉大家有什么通知，需
要什么手续。

“‘百家宴’拉近了邻里距离，促成了相互包
容、理解、支持和关爱的新型邻里关系。一家有
事，四邻帮忙，邻里间有了更多地交流，带动了
整个社区都更加和谐。”沈粹说。

专家分析：
“百家宴”架起邻里沟通的桥梁

东北财经大学社会学教授徐祥运表示，邻
里之间举办“百家宴”是一种非常好的社会现
象，也很难得。原来邻里关系中的初级群体特
征，到现在已经越来越弱了。邻里关系也是一
种重要的人际关系，是社区和谐的重要组成因
素。

他们办“百家宴”的这件事完全可以拉近群
体关系，改变邻居间住在对面却互不认识的这
种状态。其实，和谐邻里关系的益处人人都懂，
只是因为少了一些交流互动，就增加了邻居间
的距离感、陌生感，“百家宴”这种形式则能给邻
里间架起沟通的桥梁，邻里和谐自然水到渠成。

辽沈晚报、聊沈客户端特派丹东记者 王晓阳

大院同住40年 邻里共办“百家宴”

40年的老邻居，合办“百家宴”。 丹东六道沟新村社区供图

49岁女代课老师坚守大山深处村小20多
年，把300多学生送出大山。

她叫陈素君，今年 49岁，家住葫芦岛市建
昌县老大杖子乡。1990年高中毕业后，由于老
大杖子乡义丈子小学位置偏僻，条件非常艰
苦，她便从 1991年 9月 1日开始来到该学校代
课。

陈素君的家中有两个姐姐和一个弟弟，家
庭非常困难，根本买不起自行车。父亲也是民
办老师，爷俩当时每月都只挣60元，还得供弟弟
上学。再加上母亲体弱多病，这 120元钱基本
上都用来维持全家的生活开销。所以，每天她
都要翻山、趟河40分钟，到学校给孩子们上课。

“几乎每天上班都得带水鞋，不然就过不
去河。”陈素君说，“让我印象最深的是有一天
放学下起雨，我刚走到河沟中间，上面下来大
水，我顾不得换鞋就往河对岸跑，鞋子都被冲
跑了，没办法只好光着脚回家。”

陈素君带过的学生中，有一对双胞胎男
孩。小哥俩的父母身体不好，家里没有钱给孩
子买学习用品，刚读完一年级就辍学了。陈素
君得知情况后，就自己给两个孩子买了学习用
品，又反复去做家长的思想工作，最后终于让
他俩重新回到学校。

1997 年，陈素君嫁到了牛洞子村，她又开
始到牛洞子小学任教，一直到现在。陈素君每
天早晨7时30分到校，目前她教的1年级共有
11个孩子。一天七节课，她既是班主任，又是
语文、数学、体育和舞蹈课老师。

“我家现在五口人，老婆婆气管炎长年吃
药，丈夫在家种几亩地，一年收入五六千元。
女儿大学刚毕业，儿子正在念大一。我的工资
最早是每月 60 元，现在涨到 900 元，每半年开
一次工资。挣多少钱对我来说不是最重要的，
我的愿望就是让这些大山里的孩子都学到本

领和知识，将他们送出大山。”
陈素君最为自豪的一件事情就是，2010年她

所教的班级，学习成绩在全乡名列第二！“我教出
的学生们成绩都还不错，这对我是最大的鼓励。”

建昌县老大杖子乡牛洞子村小学校长李
文奇说，陈素君老师在这所学校的 20 多年代
课过程中，积累了许多低年级的教学经验。她
十分珍惜在校的每一节课，对工作认真负责。
她也竭尽全力的教育孩子，让他们逐渐懂礼
貌，爱学习。

牛洞子村小学生陈秋元和李嘉隆说，陈素
君老师就像妈妈一样关心孩子们，没有笔和本
等，她就自己花钱帮助买来，下雨时还经常背
孩子们过河回家。“我们爱陈老师！我们要好
好学习来回报！”

辽沈晚报、聊沈客户端驻葫芦岛记者 胡
清 文并摄

6月23日，抚顺市民马先生一家回老家游
玩，见河水清澈又很浅就下到河心，没想到上
游电站放水，妻子和两个女儿被快速上涨的河
水困住……

驾车路过的当地村民梁海虹发现有人被
困，立即回村借来皮筏子，趟着冰凉的河水，与
马先生一起将母女三人营救上岸。

马先生说，“向帮助我们的好心人说声谢
谢，特别是梁海虹，祝好心人一生平安、幸福。”

电站放水 河水快速上涨

抚顺市民马先生老家在新宾上夹河镇，6
月 23 日，他带着妻子和两个女儿从抚顺市内
回到上夹河游玩。到达河西大桥时，这里河水
清澈又很浅，全家人便下到河心。拍照、桥下野
餐，一家人开心的同时危险渐渐逼近。

午后河水变得浑浊并泛着沫子，水位迅速
上涨。马先生赶紧把妻子和两个女儿安顿到
较高位置，自己返回桥下收拾东西，在这过程
中河水仍在不断上涨。

马先生虽然会游泳，但此时水势很急，而
且不熟悉河道情况，不敢贸然下水，情急之下
他赶紧给住在河西村的表哥打电话求助。

路人帮忙 借皮筏子下水救人

23 日下午 1 时 30 分，河西村村民梁海虹
驾车路过河西大桥，发现了桥下的马先生和被
困河心的母女三人。见此情景，他赶紧回村向
从事捕鱼的村民借了个皮筏子。

梁海虹和马先生的表哥一起把皮筏子拉
到河边，此时河西村村支书何福儒已经接到马
先生表哥的电话，赶紧拉上村民何福良一起赶
往现场。

此时河水已经涨到1米多深，梁海虹拉着
皮筏子和马先生趟水奔向河心，去营救已经哭
作一团的母女三人。二人忍着冰凉的河水，将

母女三人安全营救上岸。

“我只做了一件应该做的事”

马先生表示，由于上游来水湍急，皮筏子
无法横渡接近妻女三人，而是需要从上游往下
漂过来，“梁海虹不顾个人安危救助我们，真的
需要勇气。”

“我想通过媒体向帮助我们的好心人说声
谢谢，特别是梁海虹，祝好人一生平安、幸福。”
马先生说，也想提醒大家不要到河道里玩，一
旦遭遇放水非常危险。

梁海虹说自己比较熟悉河道情况，适合下
水救人，“只是我恰好遇到了，我只是做了一件
应该做的事……咱村换谁遇到这事都不会看
着不管！”

辽沈晚报、聊沈客户端记者 李毅

温暖2019 我是辽宁人

49岁女代课老师
坚守深山村小20多年

母女三人被困河心
他借筏子下河救人

梁海虹和马先生一起用皮筏子将三人救
上岸。 视频截图女代课老师陈素君坚守深山村小20多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