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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劝纪纯来，凭自己的技术每
月入账五六千元不在话下，可他却
说，只要眼睛行，能分辨出哪是病灶，
就一直干下去，永远不要钱。

辽阳市纪检委退休干部朴秀曼受
纪纯来的事迹所感动，跟随老纪做志
愿服务，是老纪雷锋精神最直接的见
证者，“他已经向社区的党支部递交了
入党申请书，他思想积极，全心全意为

人民服务，真是雷锋精神的重现。”
纪纯来的老伴徐桂英也是个热

心肠，对老纪在志愿服务上的花销从
来不计较。

七年来，纪纯来买了大量的创可
贴、消毒药液等修脚用的药品及工具，

“我已经骑坏一辆摩托车了，药钱都不
算啥，现在的最主要花销就是加油钱。”

纪纯来每月有3000元的退休金，

生活俭朴，在志愿者路上忙得很开心。
“我要是不去给他们修脚，他们

只会选择挺着，我于心不忍啊，谁都
有老那天，我不能不管”，纪纯来称，
每次做完公益心里可敞亮了，骑摩托
车回家总会哼着小曲，“帮助老人，快
乐自己，就是想让大家知道雷锋还活
着。”

辽沈晚报记者 金国建

温暖2021 我是辽宁人

退休老人7年义务修脚五千余人次
别人问他图个啥？他说：就是想让大家知道雷锋还活着

骑上摩托车，驮上工具箱，纪纯来每周都要到辽阳周边区县的敬老
院，为那里的老人义务修脚，年行程1万余公里。

去除脚疔，修剪灰指甲，纪纯来帮助老人去除脚部顽疾，给老人带来
了实实在在的幸福。他视敬老院的老人如亲人，不嫌脏，不怕苦，风雨无
阻，7年来，纪纯来义务修脚已达五千余人次。

别人对他义务修脚一事甚是不解，问他图个啥？纪纯来总是说，帮助
老人，快乐自己，就是想让大家知道雷锋还活着。

7年来，他义务为老人修脚超5000人次

钳子剪掉长趾甲，斜刀削平，细
锉打磨，纪纯来左手用力握着老人的
脚趾，右手稳稳地运着刀，细致又认
真。

3月1日上午9时许，纪纯来在辽
阳市大家族养老服务中心1楼的一间
宿舍内，为这里的老人义务修脚。

“他老来，一个多月就能来一次，
这不，趾甲正好长了，今天他就来
了！”80岁的薛万祥告诉记者，由于患
有灰指甲，自己年龄大了，无法进行
修剪，“3 年前来到敬老院，就认识了
纪师傅，剪趾甲的烦恼就不再有了。
他人好，技术好，不但不要钱，给他东
西他都不要。”

纪纯来做起活儿来还真是认真，
为了保证卫生，他每修一次趾甲都会
用酒精对刀具进行一次消毒。

纪纯来坐在马扎上，左大腿在下
面顶着老人的小腿，左臂在上面压
着，防止运刀时老人的腿脚大幅活
动。他头戴头灯，手戴胶皮手套，每
一刀都恰到好处，“你别动！你别
动！”纪纯来不时地提醒坐在轮椅上
的老人。

大约半小时的时间，老人的趾甲
全部修剪完毕。纪纯来又为老人掏起
耳朵，用工具从其右耳朵中取了一块1
厘米长的耳屎。薛万祥幸福地笑了出
来，“我就说吗，最近总感觉听广播吃
力，原来这里面堵了这么大一块啊！”

一上午的时间，纪纯来就为 6 位
老人完成了修脚服务。7 年来，他义
务 为 老 人 修 脚 超 过 5000 余 人 次 。
2020年12月，他被评为辽阳市宏伟区
优秀志愿者。

他自学修脚 学成后免费服务敬老院的老人
纪纯来今年68岁，家住辽阳市宏

伟区工农街道荟萃湖社区，是名退休
工人，谈起为何做起了义务修脚，他打
开了话匣子。

2014 年，父亲患了严重的脚疾，
行走不便，痛得厉害，四处求医无果，
纪纯来便自己钻研，学起了修脚，买来
修脚工具，为老父亲修起脚来。

父亲住院时，他把工具带到医院
为父亲修脚，同病房的病友看到后向
他提出了请求，“我也患有灰指甲，不
好意思向外人说，我这一时半会也不
能出院，能不能也帮我修一下，我给你
钱。”

纪纯来笑着说，什么钱不钱的，说
着话就开始为老人脱袜子。尽管当时
他的技术还不熟练，但一点也没犹豫，
这让病友感动不已。他从这位病友那
里得知，敬老院里有许多像他这样的
老人，修剪趾甲是一件难事。

纪纯来想，脚病虽然不危及生命，
但得上后确实非常痛苦。于是他产生
了为老人们义务修脚的念头，就联系
敬老院免费上门修脚。这下可好，敬
老院的老人见到他像见到亲人一样，
他的义务修脚之路从此开启。

7 年，他跑遍了辽阳市内及周边
的17家敬老院，年行程超1万余公里。

辽阳县综合福利中心、灯塔市民
生服务福利中心、辽阳市文圣区养老
服务中心……17 家养老院都记在了
纪纯来的记录本上，养员的姓名、年
龄、脚疾、回访日期等等都记得清清
楚楚。

辽阳市大家族养老服务中心法
人代表曾昭山告诉记者，他认识纪纯
来已经4年多了，“他真的把敬老院的
老人看成了自己的亲人，体贴入微地

关爱老人，不是儿女胜过儿女，不是
医生胜过医生，且坚持数年，无私奉
献，其精神难能可贵，让人折服。”

有的老人灰指甲十分严重，趾甲
往高里长，像个松塔立在脚趾上，不
仅不能穿袜子，就是盖被都不敢。有
的老人不常洗脚，散发出酸臭味。有
个老人患脉管炎，整只脚包着厚厚的
死皮，挠破后结满了痂，老纪不但不
嫌弃，还帮助洗泡和清理，一点一点

地搓，一张皮一张皮地往下揭，换了
四次水才把老人的脚清理干净。

“老纪做的事，我的儿女都做不
到”，这是老人们经常发出的慨叹。

纪纯来的服务对象不只局限于
敬老院，他还到处公布自己的手机号
码，承诺只要有老人需要修脚，打个
电话，他就会上门免费服务。有的街
坊邻居直接找到纪纯来家，聊着天就
把脚修完了。

他成了17家养老院的常客

“就是想让大家知道雷锋还活着”

纪纯来在为敬老院的老人义务修脚。 辽沈晚报记者 金国建 摄

“城市上空缠绕得密密麻麻、盘
根错节的线缆，犹如一张张‘蜘蛛网’
悬在人们头顶，不仅影响市容市貌，
还存在安全隐患……”

昨日，全国人大代表、沈阳航天新
光集团有限公司副总工艺师侯漫路说，

“蜘蛛网”中不乏老旧线路，如果长期不
清理，在用电高峰期或打雷下雨天，容
易短路引发火灾事故，亟待治理。

侯漫路代表介绍，她在基层走访
时发现随着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投入
力度不断加大，农网改造、宽带进村
给农村群众生产生活带来极大便利
的同时，农村线缆“蜘蛛网”问题也越
来越突出，“有的乡村建设规划和执

行情况也不是特别理想，另外，电网、
广电网络、电信运营商也缺少统筹规
划，各行其是，立杆架线随意性较大，
客观上也促成了这一问题的形成、发
展和凸显，农村线缆‘蜘蛛网’问题必
须引起重视并下大力气解决。”

侯漫路代表称，城乡“蜘蛛网”的形
成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各级政府协调起
来难度也比较大。因此她建议国家有
关部门加强顶层设计，做好城乡关于杆
线空间的专项建设规划，让立杆架线有
章可循。同时，国家有关部门要积极组
织电力、广电、电信运营商等企业加强
沟通协调，抓紧制定针对城乡线缆“蜘
蛛网”问题的解决方案，明确工作职责、
实施办法和资金来源，并落实监管职
责，杜绝出现新的“蜘蛛网”现象。另
外，还要完善通信建设共建共享细则，
推进共建共享，着重解决重复建设、资
源浪费、布局混乱等问题。

侯漫路代表自 2018 年当选全国
人大代表以来，多次提出具有建设性
的提案。她表示，作为人大代表，将
尽心履职，多调研、多建言，努力为民
生经济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提升、企
业创新升级建言献策！

辽沈晚报记者 胡月梅 文并摄

与代表委员面对面⑧

全国人大代表侯漫路建议

做好城乡杆线空间的专项建设规划

全国人大代表侯漫路。

由文化和旅游部主办的 2021 年
全国舞台艺术优秀剧目网络演播活
动3月2日启幕，为广大观众奉上国家
级“云端”艺术盛宴。

本次演播活动紧紧围绕庆祝中国
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和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的主题主线，重点推出围绕党史、
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

史创作的优秀作品，其中，既有“以小
见大”记录脱贫攻坚伟大历程的彩调
剧《新刘三姐》、豫剧《重渡沟》、花鼓戏

《桃花烟雨》等，也有聚焦抗击新冠肺
炎疫情的民族歌剧《天使日记》；既有
革命题材作品如话剧《三湾，那一夜》、
民族歌剧《沂蒙山》、芭蕾舞剧《八女投
江》等，也有现实题材作品如民族舞剧

《草原英雄小姐妹》、音乐舞蹈史诗《天
山》、京剧《七个月零四天》等。演播活
动推出36部优秀作品。

参演剧目均为免费观演，以文化和
旅游部门户网站为播出主平台，36台剧
目全剧视频3月2日晚同步上线，4月15
日晚同步下线。快手APP“文艺中国”
每天19:30进行同步演播。 据新华社

文旅部打造国家级“云端”艺术盛宴

最高人民法院少年法庭工作办
公室 2 日挂牌成立，主要负责综合统
筹未成年人审判指导，参与未成年人
案件审判管理，协调开展未成年人案
件巡回审判等工作。

记者了解到，少年法庭工作办公
室将结合社会反映的热点问题、实践
反映的难点问题，有针对性地加强研
究，通过制定司法解释、司法政策或
发布指导性案例、典型案例，及时给
予有效指导。要加强少年司法理论
研究，充分运用司法大数据，加强对
未成年人违法犯罪和侵害未成年人
犯罪特点、态势、规律的分析研判，为

党委政府决策和制定司法政策提供
有益参考。

最高法指出，各级法院要充分发
挥少年审判职能作用，依法审理涉未
成年人各类案件，继续加强与各方面
协作配合，为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提供
有力司法保障。要牢固树立适应新
时代新要求的少年审判工作理念，要
依法严惩杀害、性侵、拐卖、虐待等各
类侵害未成年人的犯罪行为，始终保
持高压态势，防范遏制此类犯罪发
生。要依法妥善审理涉未成年人抚
养、教育、监护等各类民事案件，深入
研判涉未成年人民事权益纠纷特点

趋势，加强对未成年人权益的全面保
护。要总结发扬寓教于审、圆桌审判
等好经验、好做法，不断探索创新符
合未成年人身心健康发展规律和特
点的审判方式，体现司法人文关怀，
帮助未成年犯改过自新。

同时，要坚持少年审判的专业化
发展方向，充实少年审判力量，加强
审判专业化、队伍职业化建设。提高
少年审判司法能力，加强青少年教育
学、心理学等知识培训，熟悉未成年
人身心特点，善于使用未成年人能够
理解的语言和表达方式，不断提升办
案质量效率和效果。 据新华社

最高法成立少年法庭工作办公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