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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顺八大小吃

地道味淳 风味独特

详见 版

2

姚明“明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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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顺八大名菜

香气浓郁 回味悠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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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选好工长

———硬装修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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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上旬安顺车市

走势低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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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二三线城市领涨房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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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田歌 实习生 范南兰

随着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 一个城市需要提炼出凝聚一个地方

精气神的人文精神，它是提升一个地方市民素质的需要，反映一座城

市的追求和向往。

自去年 5 月我市面向全国广泛征集安顺城市精神词以来，市“三

创”办共收到来自全国各地各界人士的 投稿 11000 多条，至此，安

顺精神———“互帮互助、平安顺意”终于在广大市民的期待中推出。

在安顺，有这样一群人，他们做着最平凡的工作，甚至有的人没

有工作， 但是他们的事迹却感动着身边的人。 他们用自己的实际行

动，对“安顺精神”做出了最好的诠释。

“互帮互助 平安顺意”

安顺精神在身边

在北街办事处人民社区中，

有一个热心人叫江左秀。

江左秀只是一名普通的市

民， 这位在采访过程中始终一脸

憨厚笑容的中年妇女， 既是街坊

眼中热心助人的好邻居， 也是居

委会工作人员一致称赞的热心居

民。

江左秀一家的生活十分困

难，小时候由于患上小儿麻痹症，

导致她终生残疾， 至今失业的她

和同样患有残疾的丈夫， 主要的

经济来源， 是政府发放的几百块

钱低保费。平时，丈夫就靠帮别人

刷灰浆来赚取些生活费。 女儿正

在上初二。家中，还有一位生活不

能自理的老母亲。即使这样，江左

秀却从不在人前道一声苦， 说一

声累。 在家中， 她是坚强的好女

儿、好妻子、好妈妈。 在别人需要

帮助的时候， 她又总是第一个站

出来， 为邻里提供力所能及的帮

助。

20 多年前， 江左秀的老母

亲就因为过分操劳、心理压力过

大而导致精神紊乱，处处需要人

照顾。 面对连上厕所都需要人

帮助的老人，她作为家中的大女

儿，坚强地担起了照顾母亲的担

子， 没有嫌弃， 更没有任何怨

言，几十年如一日。“老母亲也

是因为照顾我家姊妹四个，才会

变成这样的，我肯定要担起照顾

老母亲的责任！ ”江左秀说，母

亲为兄弟姊妹几个付出得太多

了，自己做得根本无以为报。

“她有什么好的东西首先想到

的就是母亲。也因为母亲的身边离

不开人，所以她每次外出都要以最

快的速度回到家，以防出现意外。 ”

人民社区主任助理赵春芳说到。江

左秀的所作所为，时时她感动着社

区里的每一个人。 今年，通过居民

评选，江左秀获得了“安顺市孝亲

敬老之星”的荣誉称号。

“有一年，我们社区的帅素贞

老人在家热饭吃，不小心把蜡烛滴

在锅里，炉子一下子燃起来，正在

门口的江左秀看到， 马上去喊人，

和大家一起把火扑灭了。不光是救

了老人家，也救了这一片房子。 她

很热心的， 邻居之间有什么事，她

都会去帮个忙。”赵春芳说。今年年

初，新生路上的一间房屋由于年久

失修，加上连日大雨，垮塌了。压住

了一个行人。看到情况的江左秀立

即拨打 110 和 119。 由于救援及

时，被压住的人没有受到严重的伤

害。 在平时闲暇之余，江左秀也没

闲着，帮助行动不便的居民办理相

关手续、 清除社区墙壁上的野广

告、义务为社区清洁街道、调解邻

里纠纷这样的事更是不胜枚举。对

于她为社区、 为邻里所做的一切，

江左秀只有一句———“作为邻里，

这是应该的。 ”

在社区办公室， 记者听到居

民们对江左秀最多的评价就是善

良、宽容、心态好。“如果安顺人，

都是像江左秀一样的人， 那么我

觉得，城市一定会更加美好。 ”赵

春芳说。

在西秀区东街社区， 提到管

片民警张晴， 社区内从大人到小

孩都会对她竖起大拇指， 这位深

得社区居民称赞的人， 大家都亲

切地称呼她“张孃”。

今年 56 岁的张晴是西秀区

公安分局东街派出所的一位女民

警，自 1972 年参加工作以来，张

晴从事公安工作到现在近 39 个

年头， 多年来一直在基层派出所

工作。作为一名管片民警，张晴每

天都要到社区的居民住户中，挨

门逐户的了解管辖区域内的住户

们需要解决的各种矛盾纠纷，面

对邻里纠葛、 夫妻吵架或是谁家

窗户被砸坏、 谁家煤气罐漏气等

诸如此类平常琐碎的问题， 在张

晴看来却都是关系老百姓切身利

益的事， 她始终将这些事一一放

在心上，然后一件件逐个解决。39

年， 一万多个日日夜夜组成的日

子里，或许是职责内，或许是职责

外， 在社区民警周而复始的工作

中， 张晴不厌其烦为基层群众解

决生活中发生的点点滴滴的烦心

事……

“共产党的女儿来看我了”。

这是住在西秀区东街社区同知巷

21 号 102 岁高龄的老人王希贤

常对人们说的话。 10 多年前,在

深入社区的过程中发现, 一位未

婚高龄老人一直独自住在同知巷

一间简陋的小木屋里, 张晴深受

触动, 在工作之余经常去老人家

中陪老人聊天,帮老人做饭,打扫

房间；病了,就带她去医院,多年

来无微不至的照料, 她已经成为

了王希贤最亲近的人。

熟悉张晴的人都说： 她这个

人外表文静，内心倔强。 这些年，

不论酷暑寒冬，还是刮风下雨，张

晴每天都坚持到社区里转几圈，

谁家的门没关好就提醒一下户

主， 谁家有大事小事她都一定会

走在最前去调解。 东街社区从原

先治安复杂、 案件多发的落后社

区，变成了现在的平安小区，社区

干部和居民群众都说张晴应该记

首功。

在社区民警这个岗位 39 年

来 , 她为群众办理各类证件

6000 余件, 送证上门 9000 余

张 , 查破各类刑事案件 1085

件, 查处治安案件 1901 起,收

缴赌资上万元。她先后荣立个人

二等功,三等功,被评为“全国优

秀人民警察”、全国三八红旗手,

贵州省“勤政廉洁先进个人”,全

国“五一劳动奖章”,贵州省“敬

业奉献”模范等多项荣誉。 面对

荣誉，张晴有一次在接受记者采

访时说了一句话———“我只是做

了自己该做的事”。

“其实安顺就是一个大家

庭，安顺的每一个市民都是我们

的亲人，一个城市要发展，必须

团结，家和万事兴，互帮互助才

能平安顺意。 ”得知安顺精神中

的八个字后，张晴认为所有的安

顺人都应该以这 8 个字为准则，

如果大家都能互帮互助，安顺将

更加和谐。

热心助人的民警

古道热肠的好邻居

“互帮互助，平安顺意”八个

字，意蕴丰盈厚重，表述简单明

了，简明易记，琅琅上口。体现安

顺人民群众最朴素的诉求和随

处可见的精神品质，凝结了安顺

塑就的城市特性和每个人一生

的期盼。既有对安顺传统优秀质

素的萃取，又有群体自我完善的

要求；既体现了地域特点、市民

风气，也为黔中文化注入新的内

涵；既与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相承

接，又与社会主义思想道德体系

相合拍， 充分体现了城市精神

“植根历史、 体现现实、 引领未

来”的原则，对安顺构建新的城

市品格， 弘扬高尚的公德世风，

推动未来社会发展有着重要作

用，将为安顺未来的改革开放和

现代化建设提供强大的精神动

力和智力支持。

好人一生平安，好事永远顺

意！只有互帮互助，彼此温暖，我

们的生命才会璀璨如花，我们的

生活才会平安顺意。 今天，在安

顺各族人民都在奋力实现经济

社会跨越发展、共建文明、卫生、

环保模范城市的征程上， 提倡

“互帮互助，平安顺意”的精神，

有着重大的时代意义，让“互帮

互助、平安顺意”的安顺精神，深

深扎根於黔中大地，融入我们安

顺人的血液，共同铸就这座城市

的精神丰碑！

黔中文化新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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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挑选

优质电冰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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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爱生命 平安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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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季水果

选优质 吃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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