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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胜社区张相义———

退了休的“上班族”
本报记者 解岩

张相义是
新胜社区一位
普通居民，从新
胜社区工作站
退休后，他坚持
义务劳动近 1 0
年。他号召新胜
家园 1 5名退休
老党员也参与
小区的美丽建
设，承担起爱心
志愿服务社的
管理工作，受到
居民和社区工
作人员的好评。

组建起最初的社区工作站
“他就是一个老实人，脚踏实地的做着老实事。”“老实”是同事及女儿给张相义做出的

评价，今年61岁的张相义曾是新胜社区工作站的主任，2006年退休后，张相义却闲不住，主
动做起了社区的义务工作者，“在家里待着怪闷的，和社区的老党员们一起为社区、为居民
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挺好的。”

早在2001年底，张相义与两位同事一起组建起了最初的新胜社区工作站，“那时候居民
对于社区还没有概念，我们就到处跟居民做宣传,希望得到居民的认可。”张相义回忆，最初
新胜社区还没有物业公司，社区的巡逻与清洁工作就落在了社区工作站头上，“那时候我们
人不多，直到2002年时工作站只有5个人，大家制定了详细的排班计划，坚持每晚巡逻，每隔
一个月，就对小区进行一次大规模的清扫。”直到2011年，社区物业入住，张相义与同事才停
止了巡逻与清洁的工作。慢慢地，工作站所拥有的职能越来越多，工作也越来越繁忙，张相
义坦言，“平时在工作站的时间要比家里多得多。”

张相义退休后，不少上岗不久的工作人员对工作的具体流程还不够了解熟悉，张相义
就主动做起了老师，“我是老员工了，对于工作流程比较了解，退休了也没事干，不如就带带
这些新员工，等到他们对工作熟悉了，上手了，也方便下一步开展工作。”

带领15名老党员

一起做志愿者
党员阳光驿站是新胜社区老党员做义务工作的聚

集地，加上张相义在内一共有15人。张相义说：“阳光驿
站担任着居民报纸和信件收发站点的工作，每天都会
为小区居民收发报纸、信件一类。另外小区东门一直没
有门卫，我们几个老党员排了班，做起了义务门卫，这
样来办事或是路过的人想要咨询些事情、问个路，我们
都可以帮上忙。”由于在社区工作站工作的时间较长，
张相义与居民的关系比起工作站年轻的人更为熟络，

“我们阳光驿站的其他老党员也是在小区内威信比较
高的人，当有些事工作站的年轻人沟通不好时，我们就
会代为沟通，做好居民工作。有什么活动时、我们也会
帮忙组织，宣传，调动居民积极性。”

“年轻的时候也想过退休了以后要好好休息，颐养
天年，可谁知真退休了，反而在家待不住了。”张相义自
愿参加到了社区爱心志愿服务社活动和义务劳动中，
主动为社区分担责任，积极带领大家参加“清洁环境、
美化家园”义务劳动日，自备簸箕、扫帚、铁锹等工具，
将小区内的花坛、绿化带等卫生死角整治得干干净净。
一时间，许多小区居民在他们的感染下，主动参与到清
理工作中来，形成了一道居民、志愿者共建美丽小区的
靓丽风景线。

虽然已经退休，张相义却依然还是社区工作站的
一分子，“有些事，工作站的领导也会直接找到我，沟通
交换一下意见，制定一下方案，就像还是工作站的工作
人员一样。”由于常在工作站出入忙碌，很多居民甚至
不知道张相义已经退休。“现在有居民看见我往工作站
这边走的时候，还会和我打招呼，‘去上班啦’其实我都
已经退休十年了。”

有时同事和女儿心疼他的身体，劝他歇一歇，张相
义总是以“我不累”婉拒。“趁着现在有力气多为社区做
点贡献，坚持到我干不动的那一天。”张相义说。

胜泰社区刘金元———

“不是自己的东西不能要”
本报记者 张园园

“做人得厚道

不是自己的不能要”
“不是咱的东西，捡到了也不能要，肯定得归还失

主。”“做人得厚道”，这两句话，刘金元反复提及。
刘金元说，自己也曾是“失主”，也曾因找不回东

西、补办证件而着急，所以“对丢东西人的心情特别能
理解。”原来，1996年，还在油田某单位上班的刘金元，
曾不慎将自己的包丢失。据他回忆，当时包里有700多
元钱，是他两个月的工资，“最关键的是身份证。”作为
单位里的一名司机，刘金元每次出车都要带着身份
证，“不然没法出车”。

由于身份证丢失、找寻无果，刘金元只能进行补
办，“前前后后花费了一个月的时间，而这一个月都没
法出车，当然收入也受到影响。”刘金元说，一个月的
煎熬，“失主”这个词儿带给他的“印象特别深刻”。而
这也成为他捡到东西后，积极寻找失主、争取早日归
还的重要原因之一，“上学也好，当兵也好，都教育要
拾金不昧，更何况咱还有这种丢东西的经历、知道这
种滋味呢？”

在二女儿刘海霞看来，父亲做的这些事情“挺正
常的”。刘海霞说，记忆中的父亲是个严父，“对我们姐
弟三人的管教特别严格。”她还记得小时候，弟弟曾偷
拿邻居家一个啤酒瓶，“小孩子都馋，那时候家里条件
也不好，弟弟把酒瓶卖钱之后，就去买了香蕉吃。”而
这件事情被父亲知道了，“当时狠狠教育了弟弟一番，
还打了他一顿。这在父亲看来，不是小事儿，‘不是自
己的东西不能要’。”

刘海霞说，逢年过节回家探亲，母亲也会将父亲
做的这些“小事儿”告诉她，“从他们的言语中，能感觉
出来他们的自豪和荣耀。而这种荣耀，并不是受到了
什么表扬，而是失主真心的感谢，让他们觉得是很大
的认可。”

他是一名普通的社区居民，多次捡到财务归还失
主。他不仅是一名普通的社区居民，他还是文明东营
人、诚信东营人的代表。他的文明举动，是一座城市的
综合素质的体现。

今年 6 8岁
的刘金元是油
田某单位的退
休工人，居住在
锦绣龙轩小区，
是小区里有名
的“老好人”。而
对于捡到东西
及时归还失主，
爱笑的刘金元
总是说，“咱也
丢过东西，知道
失主的心情，将
心比心，及时归
还都是应该做
的。”

多次拾金不昧，他当作“小事儿”
“这些都是应该做的，没啥。”说起拾金不昧，电话那端，在济南给二女儿帮忙的刘金元，

连说“都是小事”。
刘金元口中的小事儿，其实就是他多次拾金不昧，将捡到的钱包、手机等钱物，及时归还

失主。这些确实算不上啥惊天动地的大事儿，不过，“丢了东西的人很着急，尤其是钱包里还有
身份证、各种卡的。”在刘金元看来，第一时间找失主、物归原主，也是“很大的一件事儿。”

去年春节假期期间，在小区的商店附近，刘金元捡到一个钱包，“除了300多元现金外，
包里还有学生证、乘车卡、食堂就餐卡、银行卡等物品。”担心失主着急，刘金元张贴了招领
启事，并询问小区内的“老伙伴们”，是否知道谁丢了东西，“丢了东西的人肯定着急，想早点
还给人家。”多方寻找、广泛宣传，最终找到了失主。

不过，这并不是刘金元第一次捡到东西、及时寻找失主。“前年春天的时候，在自家楼下
捡到过一个钱包。”当日，爱好钓鱼的刘金元和往常一样，早晨五点多走出家门，“就在楼下
看到一个钱包。”钱包内有4000多元现金，还有多张银行卡、两张身份证、发票等物，“身份证
上的人不认识，但想着丢在自家楼前，应该是周围邻居的。”

由于早上时间太早，邻居都未起床，刘金元便将包收好，准备上午再挨家询问。“十点来
钟，楼上邻居敲门。”原来，邻居家的亲戚前一日到其家中探亲，走时不小心将钱包丢失，抱
着一丝希望挨家挨户敲门寻找。确认失主后，刘金元将物品悉数奉还，失主十分感谢，特意
送去礼物，“钱是小事儿，关键是这些证件很重要，而且补办起来还特别麻烦。”

刘金元。

张相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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