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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岛全媒体记者 周茂平 通讯员
刘伟 张劲弓 王昭脉 报道

本报5月16日讯 16日，天刚蒙蒙
亮，胶州市铺集镇松园村村委大院就热
闹起来。今天是村民刘中升的大喜日
子，他将在父老乡亲的见证下举行“简
约”婚礼，中午的喜宴也安排在村委大院
里的“喜事大厅”。而这也是胶州首家村
办喜事大厅的“首秀”，在村喜事大厅举
办婚礼的村民，不仅免费使用场地，主持
司仪、喜庆节目、锣鼓器乐等也由村里免
费提供，一场婚礼节省上万元。
上午10时许，新郎新娘在众人的

簇拥下，走进婚礼现场。村委大院里彩
扇翻飞、锣鼓齐鸣，松园村免费为新人
奉献的舞蹈节目热闹登场，五六岁的孩
童也加入到欢乐的队伍，咿呀学舞有板
有眼，甚是好看。看见满屋的彩绸、红灯
笼、大红喜字，以及村委出钱、出人做的
丰盛佳肴，新郎小刘已经笑得合不拢
嘴，“不仅热闹而且省钱，村里想得真周
到，俺是既省心又省力。”
据了解，这是松园村施行婚事简办

规定以来的“首秀”，村鼓乐队、秧歌队
义务演出，村里的老老少少一百多人参
加了这场“简办”婚礼，现场掌声呼声不
断，彩带、彩花、花瓣烘托出喜庆的氛
围，看热闹的村民纷纷表示，“以后咱也
这样办！”
“今天，我们在这里欢聚一堂，共同
为一对新人送上祝福……”作为婚礼总

策划，松园村党支部书记刘衍芳上台致
词，她告诉大家，村里专门设置喜事大
厅、成立婚庆服务小组，目的就是破除
相互攀比的不良风气，让村民们少花
钱，没有必要花的钱坚决不乱花，“钱花
得少，但热闹不打折，程序简单，但场面
一样隆重”。
“过去村民办喜事相互攀比，大操大
办，讲究排场，给喜主带来沉重负担。”刘
衍芳说，如今村里投资400余万元新建
1008平方米社区办公楼，辟出近百平米
的喜事大厅1个，配备桌椅110余件，专
门免费为村民办喜宴提供场所。

“去酒店办喜事一桌起码要1500
元，现在顶多500元，节省开支2/3。”新
郎的父亲刘衍义高兴地说，凡是在村喜
事大厅举办婚礼的村民，除免费使用场
地外，主持司仪、喜庆节目、锣鼓器乐等
也由村里免费提供。“对于喜宴，俺就负
责准备食材，剩下的都不用操心啦，十
桌酒席至少省下一万元。”
“村集体大力倡导移风易俗、喜事
新办，引领了节俭、文明的新风尚，受到
村民的交口称赞。”刘衍芳说，喜事大厅
不仅对本村村民开放，周边村庄的新人
如有需要，也欢迎前来。

□半岛全媒体记者 徐杰 报道
本报5月16日讯 新建小区如

何申请成立业主委员会？这成为李
沧区不少新建小区居民遇到的问
题。16日上午，李沧区物业办举行
了业主大会召开及业主委员会选举
实务培训班，给辖区各街道、社区相
关工作人员共180余人进行了集中
培训。
工作人员介绍，近期李沧区多

个物业小区拟成立业主委员会，部
分办事处、居委会在实际操作过程
中遇到许多难点疑点问题，针对在
业务知识及操作流程等方面的问
题，李沧区物业办邀请了青岛大学
法学院教授、山东德衡律师事务所
律师丛广林进行授课。
培训中，授课专家以物业管理

条例、法律法规为基础，从筹备组阶
段、大会召开阶段及备案阶段三个
方面，对首次业主大会召开的程序
和业主委员会换届选举工作进行了
详细的剖析和讲解，用大量的案例
进行了分析，使参训人员具体全面
地了解和理解了业主委员会工作的
法律法规、实际操作程序和内容。

□半岛全媒体记者 高勇男

李海涛，城阳西田社区的一位普通
居民，在2014年因两次冲入大海勇救溺
水市民而开始被身边的许多人称为“英
雄”。其实，李海涛的义举善行远不止此，
从营救突发心脏病、被玻璃割伤动脉的
路人和羊水破了的孕妇，到差点搭上自
己的性命下海救人，再到加入蓝天救援
队不断出任务，越来越多、越来越直接的
舍我付出，受考验更多的不止是他，还有
他的家庭，他的妻子江水莲、他的老父
亲、他两个尚未成年的孩子。
就是这样的一个平凡家庭，不断地

用他们的坚韧、包容与同心同德，向我
们、向社会传递着那看似总是远离普通
生活的“英雄精神”。

“我不是英雄，我也会后怕”

据了解，李海涛自2001年开始就干
起了夜班出租车，直到2016年因腰部损
伤不能再自己干了，才把出租车承包了
出去。也许，是因为常年干夜班的原因，
马路边上发生的那些令人着急的“麻烦

事儿”总能找上他。“真的不要叫我英雄，
我想的只是积德行善，能帮一把是一把，
任何人在危急、危难的情况下，都渴望希
望的出现，”面对“英雄”的称号，李海涛
谦虚地说道。
2012年，拉着一名被破碎的窗玻璃

割伤大动脉的乘客，李海涛在晚高峰一
路闯红灯，开车时速达到110公里，为生
命抢时间；2013年，为既要尽快把羊水
破了的孕妇送到医院，又要照顾到孕妇
和家属的情绪，他不得不超员一次性拉
了5个人；2014年，为营救溺水市民，为
了践行给落水者“我一定会回来救你”的

承诺，他两次下水连续游了近两个小时，
体力透支险些自己上不来岸……
“其实每次回想的时候，也会后怕，
怕一片热心毁于一旦。但即便如此，依然
会坚持去做、敢于去做，只求自己问心无
愧吧。”李海涛告诉半岛记者。

“我的爸爸是一个超级英雄”

李海涛有两个女儿，小女儿才刚刚
上小学，大女儿正在准备今年的中考。
“我的爸爸最厉害了，我的爸爸是一个超

级英雄，”面对半岛记者，李海涛的小女
儿骄傲地说道。但在已经完全懂事儿的
大女儿心里，除了“英雄”二字，还有担心
和挂念，“每次爸爸晚上回不来，我就知
道应该又是参加救援去了，我总是在祈
祷爸爸平安归来，不要受任何的伤”。
在李海涛干出租的那么多年里，妻

子江水莲每次都会在他出车前准备好喝
的水和一些小水果，无论多晚都要等他
回到家才能放心睡觉。“李海涛喜欢帮助
别人，我理解他，所以我只有在背后默默
地支持他。”尽管无时无刻不在担心，但
妻子江水莲依然力挺着自己的丈夫。

加入救援队，家人支持分不开

2015年，李海涛加入了蓝天救援
队，曾最长参与过连续 31个小时的救
援，在崂山与队友们一起营救出两个大
人和一个只有两岁半的孩子。对于走上
专业救援这条道路，李海涛65岁的老父
亲给予了极大的支持，“放心去做，大胆
去做，能够去帮助别人总比闲在家里打
牌喝酒好！”老父亲曾经鼓励的话语朴实
而有力。
“加入救援队，在他最初接受培训的
时候我是有抱怨的，家里怎么办？不能不
赚钱养家了啊。但当我真正了解到他所
做的事情后，我选择继续支持他。”江水
莲对半岛记者表示。
和平年代，“英雄”二字往往只出现

在特殊职业上，比如警察、消防战士，但
我们更多地需要的却是普通人的英雄义
举，当旁人遇到困难时候，伸出手帮一
把，让“平民英雄”不断涌现。

“我的爸爸是个超级英雄”
是家人的默默支撑，铺起了城阳居民李海涛的“平民英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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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世界休闲体育大会龙舟赛中，李海涛(左一)和队友们出色完成了安
全保障工作。(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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