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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摄 本报记者 肖劲彪

本版2020年12月11日刊发《哈西三条
街百盏路灯“失明”》，报道了哈尔滨市南岗
区哈尔滨大街、南兴街、西宁南路百盏路灯
不亮、给居民出行带来不便的问题。1月20
日下午，哈尔滨市路灯管理处的工作人员
向记者反馈，工作人员已抢修完毕，该区域
的照明路灯可以正常使用了。

20日，记者在西宁南路看到，几名工
作人员正在对不亮的路灯进行架接临时
电线。据哈尔滨市路灯管理处生产计划
部主任宋利民介绍，他们负责维护哈西地
区道路照明设施，报道中的街道路灯不亮
问题，有的是地下电缆短路，因冬天无法
施工，他们采取架接临时线路的办法保证
该区域的照明。还有个别的单灯供电连
接线被人剪断，导致路灯不亮，他们已经
向哈西地区的三个管片派出所报案，并在
维修后将检修口焊死。

宋利民说，哈西地区照明设施是原哈
西集团公司建设后移交给路灯管理处进
行维护的，由于灯杆造型比较独特以及建
设时技术的限制，大部分灯具采用的是金
卤灯照明。路灯管理处已经向市政府请
示，申请将哈西地区的金卤灯路灯更换为
led节能灯具，并列入 2021年路灯大修改
造工程内，等待政府审批后实施。

哈西百盏
“失明”路灯亮了

去年以来，哈尔滨市法律援
助中心共开展关爱老年人宣传活
动12场次，办理老年人法律援助
案件数188件、解答涉及老年人法
律咨询数1860人次。

据了解，2018年 7月哈尔滨
市司法局指派黑龙江开元律师事
务所在正阳河派出所成立了公益
法律服务站，律师驻所协助民警
参与矛盾纠纷调解，开展公益性
法律咨询服务，从源头上建立预
防化解社会矛盾的新模式，尤其
是帮助一些老年人解决家庭纠
纷、赡养等问题，驻所律师能充分
发挥独特“第三人”优势，增强公
正性和公信力，让当事双方更易
接受和信服，避免了当事人因排
斥心理而导致矛盾升级，已经为
上百位老年人解决了各种纠纷。

平房区法律援助中心开通法
律援助“绿色通道”，对老年人符
合条件的法律援助申请实行当日
受理、当日审查、当日指派。对80
岁以上高龄、患病、失能等行动不
便的老年人继续实行电话预约、
上门服务，最大限度满足老年人
法律援助需求。

一些法律界人士人为，要结
合当前经济社会发展形势对老年
人合法权益保障的影响，全面、准
确地了解老年人在民生方面的法
律需求，积极拓展老年人法律援
助工作领域，着力在涉及老年人
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婚姻、
继承、住房等领域开展法律援助
工作。

黑龙江大学政府管理学院社
会学教授曲文勇建议，积极帮助
受到侵害但无法获得有效赔偿的
生活困难当事人摆脱生活困境，
为涉案困难家庭提供救助帮扶、
心理疏导、关系调适等服务。

黑龙江龙岩律师事务所律师
李鑫表示，老年人应加强自我保
护意识，遇事不要冲动，向相关部
门核实后再做出决定。不要轻信
陌生人，对于自己财产等相关事
宜，应咨询律师再做出决定。他
建议：“社区应与律师事务所建立
联系，定期到社区为老年人提供
相应法律帮助。”

畅通法律援助通道

共同呵护老人晚年

□文/摄 本报记者 肖劲彪

近日，哈尔滨市南岗区市民李先生反
映，位于哈尔滨大街金爵万象附近人行道
上有三台箱式变压器，箱门脱落，电气设备
裸露在外，距离公交站台还很近，不仅存在
安全隐患，还影响市容市貌。

20日，记者来到现场看到，三台变压
器每台用两根水泥杆和铁架支撑，变压器
的下方是一个很大的变电箱体，三个变电
箱式壳体门都存在破损状态，中间的变电
箱门破损较大，里面的电器设备裸露在外，
距离公交站不远。

这变电箱到底有没有电，是哪家产权
单位的呢？带着疑问，记者联系了哈尔滨
市南岗区供电公司。据该公司的工作人员
王辉介绍，经现场勘查，该变压器并没有通
电，该变压器产权归属为哈尔滨奥维斯房
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该公司 2014年 5月申
请的临时基建电源，目前他们正在积极与
产权单位取得联系，通知产权单位到电业
局办理注销手续，之后委托有资质的施工
单位进行拆除。

破损的变电箱占道

快“搬家”
给市民让路

□文/摄 本报记者 苏强

日前，大庆市市民张先生向本报
反映，孩子放寒假后，想让他练习一下
滑冰，可是却找不到公益冰场。张先
生说，大庆市号称百湖之城，市区里遍
布许多大小湖泊，这些湖结冰后，冰面
很平整，只需将表面积雪、灰尘进行清
扫，稍加维护便可以当作公益冰场使
用。

日前，记者来到大庆市区，先后对
龙凤区、萨尔图区的多个湖泊进行走
访，发现这些湖的冰面上被积雪覆盖，
除了有一些冬钓的市民在冰面打洞钓
鱼外，没有看到其他人在活动。

对此，记者向大庆市体育局群体
科进行询问，一位工作人员表示，按规
划，每个县区只保证有一处公益冰场，
但目前有的冰场还没有投入使用。

大庆湖泊众多，
能否多建些
公益冰场？

群 言堂

回 音壁

□本报记者 张同

疫情防控，居家了，你在干什么？20日，记者对哈尔滨市
一些居家居民进行了采访，除了办公和生活，他们竟都在忙一
件事：准备节目，网上联欢。春节要到了，各种形式的“春晚”，
就是大家的开心果，你选择了哪一样呢？

河政花园小区的居民，年年都
要来一次联欢，这个“社区春晚”参
与的多是老年居民，大家吹拉弹唱、
猜谜歌舞，气氛比较热闹。物业的
张宏蕊经理说，小区有两千多户居
民，居家者占多数，今年的“社区春
晚”准备在网上办。“大家在一起热
闹一下，既排遣了寂寞，也增加了欢
快，拉近了彼此距离。”张经理透露，
去年“春晚”之后，支持她工作的居
民剧增，物业费一下就清欠 100多
万元。

记者了解到，这样的“小区春
晚”在哈市并不少见，有物业组织
的，也有业委会组织的，不少社区也
在组织，相邻的几个小区居民都会
参与。

“小区春晚”
今年网上办

“我们毕业于一所学校，从事一
样的工作。这几天，大家都在各自
准备着，每人出一个节目，一起唱一
首歌。”年关已近，居家办公的刘女
士并未感到轻闲和寂寞，她的同学
群里正在热火朝天筹备一场“春
晚”。去年疫情期间，十几个女同学
一起玩平台接歌，突然就有了这样
的想法。“一些平台开发了这样的功
能，可以将多个小画面装入一个大
画面中，其实和现场联欢没有区别，
并且可关注的细节会更多。”

这样的联欢很潮很流行，因为
诸如“抖音”一类的平台，还有一些
背景、音乐的辅助设计，参与者的空
间也是私密存储的。

同学群热火朝天
筹备线上联欢

在哈市一新闻媒体工作的宋先
生说，19日单位通知居家办公，晚
上就查了半夜的资料，主要是成语
和地方话。“和同事告别前，大家商
量今年春节咋拜年。受到一些平台
视频的影响，有人倡议：作为文字工
作者，也开一个字谜拜年会，包括成
语和地方话接龙。这对于我是个难
题，因为我的老家在安徽，东北话有
些还真不太懂。不过这个形式有意
思，去年大家你传我、我传你那些拜
年嗑儿和图片，真的没啥意思。”

据了解，在省市工会组织的倡
导下，今年春节“云拜年”、“云走
访”、“云联欢”活动，会大范围开
展。各种以家庭、亲朋、同事、小区
为单位的“小春晚”也将纷纷登场。

同事组团猜字
“云拜年”

孙女士最近网购了许多小物
件，其中就包括给女儿购买了一件
红色旗袍和头饰。“我的老家在江
苏，嫁到了黑龙江，丈夫是我的大学
同学。”孙女士每年都会回淮安市过
年，因为女儿一出现，家里就是“五
世同堂”。对于亲戚们来讲，这绝对
是一件大事，但去年和今年春节都
没有成行。“我的爷爷奶奶已经快一
百岁了，挺想我女儿的。今年要把
女儿打扮漂亮儿的，在视频里露面，
还要给大家唱首歌。”孙女士还要给
女儿制作个旗袍秀做成“表情”，发
到朋友圈和业主群里“显摆”一下。

为了防控疫情，今年春节不少
返家者都将就地过年，不管他们在
哪里，与家人视频联欢都是少不了
的。

正在操办
家庭“云聚会”

受疫情影响，王先生儿子
的学习班提前结课。“家长都
很担心，因为我们的孩子是自
闭症患儿，三五天不去学习康
复，就会失去既有效果。”王先
生的儿子，只在一种情况下会
与人简单地沟通，就是展示自
己吹奏乐器时。“很多孩子都
是这样，他们可能喜欢画画、
做饭、手工。居家会耽搁他们
的康复训练，但定期的‘云聚
会’，会给他们提供展示和学
习的空间，有助于恢复。”

黑龙江省小微社会工作
服务中心的潘芙蓉博士说，疫
情居家期间，她会不断组织孩
子和家长开展云联欢，家长分
享“育儿经”，孩子分享自己的
成绩。“对于普通人来讲是娱
乐，对于特殊人群来讲，则是
康复希望。”

特殊群体
也有“云舞台”

小刘今年 31 岁，是一名
快递小哥，老家就在望奎县。

“今年过年我回不了家，只能
在租的房里过年。”小刘说自
己并不寂寞，因为朋友圈、工
友群、社区和一些公益组织，
都会经常组织一些活动。“有
心理学习，也有娱乐联欢，感
觉生活挺充实的。”小刘虽然
有半年多没有回乡，但发生疫
情后，还是向所在企业及时报
备，并进行了核酸检查，他的
行为也得到了周围人的尊重
和肯定。

记者了解到，除了居家者
自发组织的联欢会，省市工会
组织和一些公益社团，也纷纷
深入社区开展了以“学习、创
业、家庭、法治”等等为主题的
联欢、年庆活动。“居家心理防
疫健康钥匙”、“居家快乐八段
锦”、“居家幸福眼手操”等等
课堂和活动设置，服务的就是
过年不能回家的农民工。

农民工
也有多种“联欢”

前不久，家住哈
市道里区 95 岁的张
大娘遇到了一桩闹
心事，病瘫在床的她
有 6 个子女，都在哈
尔滨，但只有一个儿
子在照顾她。无奈
之下，张大娘只能选
择起诉子女给付赡
养费。家住南岗区
的郭大娘，年轻时就
嫁给带着 3个孩子的
老伴，老了竟要被撵
出家门，还被逼让离
婚……随着老年人
口的逐年增加，涉及
到侵犯老年人权益
的案件也在增加，尤
其在再婚、房产、赡
养等方面，老人们的
权益不断遭受侵害。

几年前，95岁的张大娘意外
摔伤瘫痪在床，住院期间，小儿
子王某通知了老人的其他子女，
但其他子女到医院看望老人后
都以没有时间照顾老人为由，不
再来看望，也不给钱。王某租房
照顾母亲，自己也已年过半百，
收入不高，无法负担老人的赡养
费用。无奈之下，张大娘只能选
择起诉子女给付赡养费。

道里区法律援助中心工作
人员为老人办理了法律援助申
请手续，及时为老人指派了律
师。经道里区人民法院主持调
解，张大娘的 6位子女每人每月
给付张大娘赡养费 800余元，在
法律援助律师的劝解下，老人的
子女表示，以后也会多去看望老
人，给老人更多的精神关怀与陪
伴。

老人瘫痪只一个儿子照顾

起诉其他子女
才给赡养费 哈市居民王某与张某离婚，

所生子张甲、张乙随张某生活并
由其抚养。随后，王某与刘某再
婚，其子刘甲、女刘乙随同二人
一起生活。若干年后，王某与刘
某离婚。不久，王某以刘甲、女
刘乙未尽赡养义务为由向法院
提起诉讼，要求两名继子女尽赡
养义务。经法院主持调解，刘
甲、女刘乙每人每年给付王某赡
养费 800元。后来，王某又起诉
要求其亲生子张甲、张乙，继子
刘甲、女刘乙支付赡养费。

黑龙江元辰律师事务所律
师张伟华说，在此案中，成年子
女对于因离婚而未能尽抚养义
务的父亲或母亲具有赡养责任，
不能因其与他人缔结新的婚姻
关系，与其形成抚养关系的继子
女承担了部分赡养费而免除其
本身做为子女应尽的赡养义务。

记者从哈尔滨市法律援助
中心了解到，该中心每天都接待
一些前来咨询法律问题的老年
人，内容多为财产公证、再婚、立
遗嘱等生活中的法律问题。经
过调解，大部分老人遇到的问题
都得到比较圆满的解决。

老年人离婚再婚

子女也应尽赡养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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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报记者
吴利红 李天池
摄/本报记者

苏强
郭大娘今年77岁，年轻时嫁

给了带着3个孩子的老伴。为了
抚养 3个未成年的孩子，她自己
没有要孩子。3个继子女相继长
大成人，各自组成家庭后，郭大
娘又开始帮着带孙子、外孙子。
两年前，老伴突然发病脑出血，
郭大娘精心照顾老伴的起居。
后来继子女们突然提出要把老
爹接走，并以继母在他们小时候
对他们不好为名，想把她撵出家
门，同时逼她与父亲离婚。哈尔
滨老年志愿者协会得知这一情
况后，帮助郭大娘讨回了公
道。“我万万没有想到，我
拉扯大的孩子们，能这
样对我。”郭大娘哽
咽地说。

带大老伴3个孩子

老了被撵还逼离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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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控疫情，朋友圈、业主群、家长帮、购物团活跃

云聚会 云舞台 云拜年
别样春晚也快乐

民生民生 聚 焦焦

民声记者 张同 电话：15004619916
你想说的我会听，你要做的我会帮，

因为你是人民，我是你的记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