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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老旧小区改造，居民最大的愿

望恐怕就是能够加装电梯，享受轻松上

下的便捷生活。建成于上世纪90年代的

农行宿舍楼，是常德市典型的老旧小

区。三年前，该小区居民在老楼加装电

梯上“先行一步”，让小区内的8个单元楼

全部安装了电梯。建成近20年的银苑新

区小区，居民们自筹资金，在相关部门的

支持和帮助下，小区内首部承载着居民

满满期待的电梯也顺利开工。

11月18日，记者来到市农行宿舍、银

苑新区等居民生活小区，记录实现加装

“电梯”后，老旧小区居民们的笑脸，感受

他们的快乐心情和对美好生活的新期

许。

“我们小区住户90多岁的老人有四

个，80多岁的有十来个，上下楼太难了，

尤其是顶楼的，上去一趟要歇气好几次，

身体吃不消。”作为小区加装电梯的发起

人之一，78岁的江先生笑得很开心。“装

了电梯后，再也不用爬楼梯，上街买菜、

散步都很方便。”他自豪地带记者参观他

们小区“高大上”的电梯，这座与楼体同

高的外挂式电梯，玻璃墙体在太阳下散

发出深蓝色的光芒，很是漂亮。站在电

梯里，可以透过玻璃观赏小区的景色，居

民通过刷卡乘坐，既美观又安全。

老旧小区加装电梯，受益者多为老

年人或是行动不便的居民。90岁的刘女

士因年轻时摔伤过，只能颤颤巍巍地走

个10来步，出行主要靠轮椅。小区安装

电梯前，她怕麻烦家人很少下楼，长年累

月的宅在房间里。装了电梯后，刘女士

可以很方便地天天下楼晒太阳，和邻居

们唠家常，她脸上露出了久违的笑容，

“以前下个楼要十来分钟，现在只要几十

秒，可快啦，不仅方便了我们老年人，也

为年轻人节约了时间和体力。”晏女士78

岁的老伴因股骨头磨损，平时基本靠轮

椅代步，虽然住在二楼，但每次扶着老伴

下楼，两人总是走两步歇一步，她形容那

短短的10几步，对两个快80岁的老人来

说简直就是“爬天梯”。“装

了电梯后，老伴自己就可以

轻松地上下楼，我也不需要

提心吊胆了。”说起电梯的

好，晏女士笑得格外灿烂。

在农行宿舍，记者还遇

到一群正在晒太阳的“潮”

阿姨，从他们口中得知，农

行宿舍有三栋楼 8 个单元

共96户居民。当初筹资金

时也遇到过不少困难，为了

解决问题，大家在每个单元

推选出一名小组长，负责做

居民思想工作，并和电梯公

司以及相关部门对接。最

终所有住户达成共识，齐心

协力把电梯安装好。“为老

楼加装电梯是惠及民生的

大好事儿，我们享受到改善

生活条件后的便利，幸福感

‘爆棚’。”说起小区电梯，阿

姨们笑眯眯地伸出了大拇

指。

在银苑新区小区，77

岁的朱女士患帕金森症已

经五年，平时走路会手脚发抖，家住三楼

的她上下楼十分吃力，特别怕摔倒。看

到小区加装电梯的工程启动后，她捂着

嘴直乐，“终于要结束天天爬楼梯的日子

了，以后下个楼再也不会紧张出一身汗

了。”81岁的陈女士精神矍铄、耳聪目明，

她告诉记者，银苑新区小区加装电梯资

金筹集按照“谁受益、谁出资”的原则，所

需资金根据所在楼层、建筑面积等因素，

由业主按一定的分摊比例共同出资。看

着即将竣工的电梯，陈奶奶露出了欣慰

的笑容：“虽然我家住一楼，但小区里提

倡集资装电梯时，我全力支持，没半点犹

豫，都是些相处了快20年的老伙伴，大家

像亲人一样，要多考虑其他楼层邻居的

感受。”

据相关部门介绍，我市城区有老旧

小区近百个，大多数建于2000年左右，以

5至6层为主。从2018年12月起，我市正

式实施《常德市既有住宅增设电梯管理

办法》，老旧小区加装电梯总体上采用费

用自筹、报部门审批监管方式进行。目

前，全市老旧小区已加装电梯65部，其中

有21部正在建设过程中。

电梯圆了安居梦
■常德晚报记者 曾兰 文/图

11 月 19 日 19 时，刚刚

结束一天美容项目培训的

张青云下地铁后一路小跑，

终 于 赶 上 了 回 常 德 的

K1172次列车。

平时在长沙进行培训，

放假期间就马不停蹄赶回

常德的粤港美容美发学校

继续上课。今年 36 岁的张

青云又找回了年轻时学习

的劲头，全力备战全国残疾

人岗位能手精英竞赛。张

青云的老本行是美发行业，

今年经过残联系统的培训

后，参加湖南省第三届残疾

人岗位能手职业技能竞赛，

获得了美容项目一等奖和

“湖南省技术能手”称号。

“月底就要比赛了，现在只

能抓紧一切时间学习、实

操，不敢休息。希望自己的

努力有回报，希望这次比赛

能拿到好名次！”

如果不仔细观察，常人

难以发现张青云右手关节

的残缺。除了中指还剩下

完整的关节，其余手指长短

都只有正常手指的一半。

“以前穷，烫伤发炎了没钱

治，不然也不会这么严重。”

张青云回忆起过去，脸上略

过一丝遗憾。原来，她两岁

时，不慎摔进火坑被烧伤，

由于当时医疗水平不够发

达，以及家庭贫困没钱治

疗，导致右手留下了终身残

疾。

初中毕业后，张青云早

早当上了美发店的学徒，和

父母一起供哥哥读技校。

“你的手好重，你就适合在

农村砍柴，不适合做这行。”

“你拿剪刀的姿势不对，剪

不出好看的头发”……这样

的质疑声，让年仅 16 岁的

张青云敏感又自卑。但她

铆足了劲，经过几年的摸爬

滚打，终于练就了手艺，并

积累了一定的客源。后来，

她东拼西凑，在常德高新区

开了一家美发店。虽然装

修店面的钱和租金是借来

的，店里的水电粉刷是老公

做的，工具设备也是从一家

美发用品供应商赊来的，但

好歹有了自己的店，张青云

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

每天工作时长至少 13

个小时，洗头和理发都由张

青云一个人完成，常年如此

还落下了颈椎病。但越来

越多的顾客开始认同她的

手艺，她的理发店也越来越

热闹。“最多的时候一年能

挣上十余万，还在当地贷款

买了房子，终于有了自己的

小窝，心里那个高兴啊！”张

青云笑得爽朗，今年他们搬

家到紫桥社区。“房子是小

户型但是我们装修得很温

馨，这里离小学和中学都很

近，我女儿已经转学到紫桥

小学了。”

张青云的老公在中联

重科上班，虽然工作很忙，

但是只要一有时间就在家

陪伴妻女，一家人生活得很

幸福。今年搬家后，张青云

没再继续开店，但她说：“理

发的手艺不能荒废，等比赛

结束了，我打算在新家附近

开个理发店，加入一些美容

项目，既能挣钱又能照顾家

里。”张青云说话时嘴角不

自觉往上扬起，“一家人能

每天都在一起、和和美美，

这就是我想要的幸福。”

越努力越幸福
■常德晚报记者 丁时慧 通讯员 胡怀予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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陪伴女儿成长，张青云觉得很幸福。

在电梯里，江先生笑得很开心。

农行宿舍加装的电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