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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花两万元租来的一楼 30 余
平方米小门市，两年来从未锁过门，
一直为有需求者无偿提供着遮风避
雨取暖躲寒的帮助！

这个胸怀大爱的店铺租客叫李
治全，今年 43 岁，在葫芦岛市经营一
家“全成制冷”维修店。

李治全老家在锦州义县，1982年
随父母来到葫芦岛。由于家庭条件
一般，为了能够学到一技之长，早日
帮助父母养家，1994年他考取了阜新
市的一所中专学校，挑选了制冷与空
调专业进行学习。四年学满毕业后，
他先在一家空调店打了两年工，期间
积 累 了 一 定 的 工 作 经 验 和 技 术 。
2000年，他开始创办了一个维修制冷
用品的店铺，靠着过硬的修理技术和
良好的服务，他的生意越来越好。

两年前，李治全在葫芦岛市客运
站附近租来一个一楼小门市，简单装
修过后当作接待室，年租金两万元。

自从租下这个门市房那天开始，
李治全就没上过锁。“除了客人等我
时可以在屋里休息一下外，更主要的
是能给需要的人提供临时落脚地方，
尤其是天气不好的时候能遮挡一下
烈日和雨雪。”

这就是李治全决定不上锁的原
因。他说，客运站附近客流特别大，
真遇到下雨下雪时，人们在这里能歇
歇脚，避避雨雪，这比我用这个门市
单纯来接待客户意义更大。

由于这间门市房不上锁还引发
过三次小误会，当李治全来到门市房
准备接待预约的客人时，却发现房门
被锁上了。一打听才知道，原来是附
近的邻居担心房主忘了锁门，就帮着
锁上，以防丢失物品。当这个好心的
邻居了解到李治全故意不锁门的原
因后，向他由衷地竖起了大拇指。

在隔壁小饭店打工的60岁屈海杰
经常进入李治全的这个门市房休息。

每天下午2时多基本是饭店没啥客人
的时间，于是，屈海杰便会走进门市房
坐在椅子上眯一会儿。李治全曾有两
次回到门市房等客人，正赶上屈海杰
在屋里休息。担心打扰她休息，最主
要的是担心她看到主人回来不好意
思，李治全就没进屋。过一会儿当她
看到门外的李治全时，马上就明白了，
于是一脸歉意。李治全告诉她:“不用
不好意思，啥时候想进屋都行。”

“这几天准备再添两把椅子，另
外再放一个饮水机，谁要是渴了喝口
水方便。”李治全的善举让人们在不
上锁的门市房感受到更多温暖。

为啥不贴个“免费歇脚”牌匾？
面对记者的询问，李治全说，还没想
到那样做，担心会被别人说炒作，“我
只想力所能及地帮人一把，没有任何
别的想法。”

辽沈晚报特派葫芦岛特约记者
靳诗宇

温暖2020·我是辽宁人

一年两万元租的门市两年不锁门
无偿为有需求者提供遮风挡雨地

李治全和他租的门市房。 辽沈晚报特派葫芦岛特约记者 靳诗宇 摄

丹东有这样一对夫妻：妻子是社
区工作者，丈夫是现役军人，夫妻俩
在今年疫情刚开始的时候，就各自回
到工作岗位，在不同的战场朝着同一
个目标共同努力。丈夫在部队坚守，
妻子在防疫物资最紧缺的时候，想方
设法为社区捐赠了 500 个口罩，缓解
了大家的燃眉之急，还多番奔波为行
动不便的老人上门送药……在这个
时刻，他们不仅是夫妻，更是并肩作
战的战友。

“已经记不清多少天没有见面
了，你在东边我在西边。我们为一个
相同的目标奔向不同的‘战场’。”很
长一段时间以来，当丹东振兴区临江
街道工业社区党委副书记王恒丹拖
着疲惫的身体回到家中时，家里都是
一片漆黑，她只能通过微信和丈夫互
诉衷肠。

“ 疫 情 当 前 ，我 无 法 在 你 身 边
……照顾好自己，我也想你，等我回
来……”丈夫项福龙在微信里安慰妻
子。疫情防控工作开展以来，夫妻俩

便再也没休息、团聚过，只能通过微
信互相打气、鼓劲儿。

项福龙在疫情发生后立即返回部
队，参加防疫工作。而身为社区工作

者的王恒丹也一直奋战在疫情防控一
线，用王恒丹的话说，他们两口子虽不
在一起“战斗”，但心却连在一起。

“其实咱俩的工作都一样。”在发

给妻子的照片中，项福龙在部队根据
上级指示精神结合驻地疫情特点，向
官兵宣讲疫情防护知识，和医院做好
对接工作。此外，他还要重点检查外
地返回人员的消杀和防疫工作，严格
执行疫情期间纪检监察各项规定，努
力确保疫情期间部队绝对安全。

王恒丹则坚守在社区防疫第一
线。每天天还没亮，她就来到社区开
始一天的疫情防控工作，从设卡登记
到入户排查，从消毒清理环境卫生到
重点人员管控，她一直坚守在岗位
上。王恒丹由于劳累、免疫力低下患
了蛇胆疮，位置又偏偏在头部。医生
让她在家中休养，可是社区工作离不
开人手，疫情排查任务时间紧任务
重，她便强忍着疼痛带病工作。

在防护物资紧缺的情况下王恒
丹想方设法求助朋友为社区捐赠了
500 个口罩，解决了社区燃眉之急。
在社区党委和丈夫的支持下，王恒丹
组织起一支党员抗疫志愿服务队，每
天通过微信、电话等形式发布便民信

息，为居民们义务采购生活物资，并
负责帮助配送到户。她每天走访居
民家庭，了解社区特殊群体的生活起
居情况，送米送面、发放口罩、帮充电
费、帮买蔬菜等等。当她得知一名85
岁的老人居家隔离需要药品时，她几
次上门为老人代买药品和食品等，并
给老人远在北京的女儿报平安，老人
女儿激动得在电话那端连声感谢。

王恒丹总是把最好的时间段调给
其他同事，哪里任务重她就在哪里，社区
工作被她安排的井井有条、张弛有度。

不久前，丈夫项福龙又在微信上
委托妻子，以他俩的名义向社区捐款
2000元，共同支持抗疫工作。

“忙完了赶紧吃饭，别饿着。”
“穿多点，别冻着。”
……
特殊时期，夫妻俩在微信上相互

加油、彼此鼓劲儿——“有大家，才有
小家。只要疫情还在，我们就会一直
坚守在疫情防控一线。”

辽沈晚报特派丹东记者 王晓阳

夫妻坚守不同“战场”彼此鼓劲儿最美“战疫”家庭

本报讯 辽沈晚报记者张阿春报
道 目前，沈阳慢行交通出行比例已
达 45%，共享单车出行比例一度超过
10%。下一步，沈阳将多措并举打造

“慢行友好城市”，使慢行交通和小汽
车一样享有平等路权；让慢行交通系
统连续成网，并普及步行休息区、自
行车停放点及风雨连廊等。

2017年3月，共享单车入驻沈阳，
再次给居民出行方式带来革命性变
化。目前，沈阳慢行交通出行比例占
近“半壁江山”，达到45%，共享单车出
行比例一度超过 10%，“公交优先、鼓
励慢行”的交通发展战略目标，愈发
得到百姓认可。然而，沈阳依然存在
着慢道缺失、尺度过窄、断头不连贯、
停车占用、占路经营、拐弯绕道等问
题，降低了慢行交通出行品质，甚至

带来严重的安全隐患。
同时，慢行交通是一项系统工

程，慢道空间在满足步行与自行车出
行的同时，还容纳着机动车与非机动
车的停放。沈阳现有通勤慢道里程
2920 公里，基本覆盖沈阳所有居住、
商业、办公区域；浑河两岸已经建成
80 公里连续滨水慢道，打造形成了

“一河两岸”城市会客厅。
此外，道路缘石以上慢行及退线

空间现有路侧泊位17万个，主要分布
于干路两侧；共享单车保有量 24 万
辆，路边单车泊位需求超30万个。如
何科学地分配道路资源，有效地统筹
利用慢行空间，成为城市规划、建设
与管理工作的一项重大挑战。

无论是开车、乘车、骑车或者走
路，都拥有路权。对标先进城市，无一

不在落实“轨道为骨架、公交为网络、
慢行为延伸”的绿色交通发展理念。

让市民处在一个“慢行安全城
市”，而不是处在一个“慢行危险城
市”。沈阳规划设计研究院高级工程
师范东旭介绍，为避免再产生新的慢
行系统问题，在规划的源头，也就是
针对新建的道路，就要重点解决断头
不连续的慢行道，使之产生网络化的
慢行交通效应。

下一步，沈阳将多措并举打造
“慢行友好城市”，让慢行交通和小汽
车一样享有平等的路权保障，使机动
车、自行车和步行各行其道、互不干
扰；同时，使慢行交通系统连续成网，
与周边的地铁公交站、建筑物有完整
的衔接；普及人性化的步行休息区、
自行车停放点以及风雨连廊等设施。

沈阳将多措并举打造“慢行友好城市”
重点解决慢行道断头不连续问题

机动车、自行车和步行各行其道、互不干扰将给市民提供一个“慢行安全
城市”的出行环境。 辽沈晚报首席记者 查金辉 摄

王恒丹（左一）在防疫工作岗位上。 丹东市妇联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