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年7月9日 本版主编：高玉珍 版式策划：柴建平 责任校对：绍 文

首府 / 市井 3

300名运动员将在残疾人运动会上一决高下
新报讯（北方新报融媒

体记者 张巧珍 实习生 贺

敏） 7月8日9时许，呼和治
特市第六届残疾人运动会
在呼和浩特市人民体育场
隆重开幕。此项运动会每
四年一届，本届残运会以

“自强欢聚、助残共享”为
主题，共设有9个大项113

个小项，其中包括举重、射
箭、乒乓球、羽毛球、飞
镖、盲人柔道、特奥滚球
等体育项目。来自呼和浩
特市土左旗、和林格尔
县、武川县等9个旗县区
和市特殊教育学校的10支
代表队、300名运动员将参
加比赛。

现场，抖空竹、麒麟
鞭、太极拳等老年社团表
演齐齐上阵，为残运会增
色不少。呼和浩特市残联
理事长郎淑敏在开幕式致
辞中表示，全市目前有18
万残疾人朋友，体育是残
疾人运动康复健身、平等
参与社会、实现自身价值

的重要途径。近年来，在自
治区残联以及市政府的大
力支持下，呼和浩特市残
疾人事业得到快速发展，
残疾人社会保障、就业等
工作走在全区前列，残疾
人生活状况得到显著改
善。特别是残疾人体育赛
事得到长足发展，在全国、

全区各类赛事中屡次夺
牌，展现了

残疾人身残志坚、自
强不息的精神面貌。

来自赛罕区代表队的
残疾人运动员曹慧东今年
40岁，因自幼患有小儿麻
痹，不得不与轮椅终日相
伴。“我这次参加的比赛是

轮椅竞速100米和200米，
也是上届这个比赛项目的
金牌得主。”曹慧东接受记
者采访时表示，这是他第
三次参加残运会，在他看
来，体育项目能体现残疾
人的风采，让残疾人从家
里走出来，走向社会，更能
激发残疾人脱贫的动力。

新报讯（北方新报融媒

体记者 刘 睿） 这是一
个特殊的赛场，这是一群
特殊的运动员，没有激烈
的拼杀和追逐的身影，却
有顽强的拼搏和认真的动
作，乒乓球在桌上跳跃，轮
滑在这里展开“舞姿”，比
赛场地不时引发阵阵欢呼
……这是华润杯特奥运动
会现场，42名特奥运动员
们正在认真地参加各个项

目的比赛。
为迎接7月20日全国

特奥日，由内蒙古自治区
残疾人联合会发起，呼和
浩特幸福里携手呼和浩特
特奥冰轮速滑队、呼和浩
特市天健乒乓球俱乐部等
机构在7月6日，共同举办
了“幸福里程·拥抱阳光”
华润杯特奥运动会。

“蹲一点，深蹲一点！
注意姿势！注意安全！”随

着哨声响起，特奥运动员
在教练的提醒下，摆出了
优美的姿势。他们脚踩轮
滑，神色自若，追风而去，
场外的家长和志愿者不断
地为他们加油、鼓劲、欢
呼，整个会场弥漫着爱的
味道。

整场赛事中，活动内
容丰富多彩，包括特奥轮
滑竞技赛、亲子轮滑趣味
赛、特奥铁人三项赛、特奥

乒乓球竞技赛以及乒乓球
融合赛。通过这次活动，很
多第一次接触到心智障碍
者的观众们纷纷表示：“这
些孩子们阳光可爱，一点
也不比普通人差，从他们
身上看到了坚韧不拔的精
神和勇气。今后，希望还能
参加这样有意义的活动，
对自己和孩子都是一种莫
大的鼓励和动力。”

新报讯（北方新报融媒

体记者 艾文涛) 7月6日9
时30分许，在呼和浩特市
呼伦贝尔北路与胜利街十
字路口呼铁党校门前，一
名八旬老妪过马路时突发
疾病晕倒在斑马线上。正
当其老伴焦急万分束手无
策时，在路口执勤的交警
伸出援手迅速处置，赢得
了宝贵的抢救时间。

当日上午，呼和浩特

市公安局交管支队新城大
队四中队辅警王森在呼伦
贝尔北路与胜利街十字路
口执勤。9时30分许，王森
发现该路口呼铁党校门前
的斑马线上围了一圈人。
王森跑过去看见一老妪躺
在路上，不住抽搐，旁边一
位老人不断呼叫“老伴老
伴你怎么啦？醒醒啊！”围
观群众纷纷议论说应该是
旧疾发作了。来不及多问，

王森迅速拨打了120急救
电话，并叫来同事冯俊杰
对老人采取救援措施。为
防止老人中暑，交警找来
太阳伞遮阳。在等待救护
车的时候，王森通过观察
发现老人嗓内卡着痰呼吸
困难有窒息的迹象，为防
止意外，王森蹲下身将老
人慢慢扶起，让她趴在自
己腿上，他轻拍老人背部
将痰顺利咳出，老人呼吸

顺畅后，王森将自己的警
帽脱下给老人枕着，让她
躺下。这时老妪的老伴告
诉交警，老人之前有脑梗
病史，刚才是旧疾复发了。

很快120急救车来了，
医务人员进行先期处置
后，将老妪送往医院。

“刚才情景太吓人，多
亏这两名交警了，否则后
果不堪设想啊！”围观群众
为执勤交警的行为叫好。

10岁姐姐带着5岁妹妹上学
新报讯（北方新报融媒体记者 张巧珍 实习生

贺 敏）“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蒌蒿
满地芦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时……”7月3日下午，在呼
和浩特市清水河县戴俪尔第一希望小学三年级（1）
班，同学们正在跟着老师朗诵古诗。10岁的白宇婷是这
个班的学生，在她座位旁边的小凳子上，5岁的妹妹小
文婷安静地看着姐姐学习。由于父亲在县城打工，哥哥
在县城读初中，母亲在家照顾3岁的妹妹，无暇顾及5岁
的小文婷，10岁的白宇婷便承担起照顾妹妹的责任。

给妹妹穿衣、系红领巾、洗手、洗脸、中午在食堂
打饭……做这些的时候，白宇婷像个小大人一样游刃
有余。5岁的小文婷不怎么爱说话，姐姐走到哪儿她就
跟到哪儿。小文婷如今已经成了学校的编外学生，老
师和同学们都对她照顾有加，同学们有的绘本，老师
也会给她发一本画画；同学们有的夏季运动服，老师
们也会额外给她发一套。“我们村里没有幼儿园，妈妈
照顾不过来，我上学的时候就把妹妹带在了身边，有
时候她跟我在三年级上课，有时候也会去一年级听
课。”白宇婷对记者说。

学校的李爱仙老师在基层从事教育工作36个年
头了，说起对白宇婷的印象，李爱仙老师忍不住地夸
赞：“很懂事，我们看着也心疼。她还是个孩子，还要照
顾更小的妹妹。”李爱仙回忆，从去年开始，白宇婷上
学的时候就一直把妹妹带在身边，学校老师了解情况
以后才知道，白宇婷家住北堡乡大阳坪村，他们家庭
条件不好，兄弟姐妹4人，全靠父亲一个人在县城打零
工养家糊口，由于附近没有幼儿园，小文婷身边也没
有同龄的玩伴，便被白宇婷领到了学校。

新报巴彦淖尔讯（北

方新报融媒体记者 白忠

义） “人家干了半年多
了，可给我理好了，这小陈
的手艺真不错！”7月3日，
家住临河区泰和园的王大
娘对着镜子反复端详着新
发型，对临河区公安局城
关派出所民警陈龙给她理
的发型十分满意。

民警还干这个？而且
还干了半年多了？当日19
时许，临河区公安局城关
派出所的几名党员民警下
班后，像往常一样来到派
出所设在泰和社区的爱心
理发点，支开摊子，开始为
辖区居民义务理发 （如
图）。一把推子、一把椅子、
一个脸盆、一面镜子，就这
些简单的家当并没有影响

他们的理发手艺。
为了更好地服务群

众，城关派出所于7月1日
正式把运行半年多来的社
区爱心理发点改为共产党
员爱心理发点。由所里会
理发的两名民警不定期地
为社区居民免费理发，同
时其他民警在现场配合发
放宣传材料和接受群众相
关咨询。对孤寡老人及行
动不便的居民，民警还提
供上门服务，受到了辖区
群众的广泛好评。“是理发
手艺让我更好地融入到群
众当中，开展工作也更加
得心应手。”放下手头的活
计，民警陈龙对记者介绍
说，刚做社区民警时，他觉
得群众工作无非就是找群
众聊聊天之类，这对能说

会道的他来说是“小菜一
碟”。然而，他很快发现事
情并非如此，和群众打好
交道光靠嘴皮子是不够
的，最重要的是掌握居民
的所想所需，让群众切身

感 受 到 实 惠 。
2018年11月的一
天，当陈龙走访
到老人王大爷家
时，发现他正对
着镜子用剪刀修
剪头发。面对全
身落满碎发，“自
理”动作还很别
扭的老人，陈龙
一脸的不解。王
大爷无奈地说：

“人老了，走不动
了，只好自己动
手了。”听着年近

八旬、独居的王大爷无意
间流露出的这个难题，陈
龙就琢磨上了：何不帮着
辖区老人理理发？这样不
就拉近了警民关系？说干
就干。第二天，陈龙和同事

乔相恒买来了推子、剪刀、
刮胡刀、梳子等工具，利用
下班时间开始练习理发。
他们还利用业余时间到附
近的理发店拜师学艺。掌
握了初步的技术之后，他
们就“借”同事的脑袋练
手。经过一番努力，陈龙和
乔相恒的理发手艺突飞猛
进。从2019年起，每次辖区
走访，他们都会带上那个
装有理发用具的警务工作
包，随时随地为辖区群众
理发。惠民雅居的韩奶奶
说：“年纪大了，腿脚不好，
出来进去不方便。再加上
现在外面的理发店名堂
多，也搞不明白。老年人就
图个简单清爽，这个党员
爱心理发点太为我们着想
了，在家门口就能拾掇好

头发，真得好好谢谢他
们！”

现在，来党员爱心理
发点找陈龙和乔相恒理发
的，除了孤寡老人、留守儿
童、残疾人等以外，一些年
轻人也慕名而来。城关派
出所所长武瑞说：“只要
能方便群众、服务群众，
这项工作就是有意义的，
我们会坚持下去。”如今，
所里掌握理发手艺的民警
已不仅两人，理发也成了
其他民警为民服务的一门

“必修课”。据了解，2019年
以来，城关派出所民警已
连续开展70多次理发活
动，受益群众达200多人，
在他们的警民联系微信群
里，居民为民警点赞已是
常事。

趣味特奥运动会：我要做自己的冠军

八旬老妪突然倒地 执勤交警及时救助

派出所民警义务理发半年多 200多市民受益

陈龙为居民理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