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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吴雨 摄影报道
近日，在“展现风采·匠心筑梦”海

东市 2024年残疾人职业技能竞赛活动
现场，记者见到了周彩慧。坐在轮椅上
的她，轻轻打磨着手模“指甲”，全神贯
注地勾勒出富有质感且图案精美的指
甲画……最终荣获美甲项目三等奖。
虽双腿残疾，但周彩慧却凭借惊人的毅
力和才华，在生活的道路上勇往直前，
成为知名的“刺绣女匠人”。

周彩慧家住海东市互助土族自治
县威远镇鼓楼花园社区七彩星河湾小
区，她经常去社区参加各类刺绣活动，
在活动现场，她总是微笑着给社区居民
介绍自己的刺绣作品。然而在她的笑
容背后，却有着一段痛苦的往事。今年
34 岁的周彩慧，曾在 2008 年时经历了
一场车祸，正是这场车祸改变了她的人
生。“那年春节，去亲戚家拜年返回途
中，我坐在摩托车后座上，由于山路不
好走，摩托车翻了，我被重重摔在地上
……”回首那场突如其来的不幸，周彩
慧眼神中有些许伤感。

车祸后的四年里，父母带她辗转了
几家医院进行诊治，她和家人还曾期盼
着有奇迹发生。“颈部开放性损伤致使
脊髓损伤，从而导致高位截瘫。”这是医
生最终的诊断结果。聊到这里，周彩慧
舒缓了一下情绪，又自信地笑了笑，“其
实，那时候我岁数也不大，并没有想太
多，父母和姐姐对我的照顾也特别细
致，为了他们我也要更好地活下去。”从
周彩慧坚毅的眼神里，记者感受到了她
的乐观和坚强。

后来，周彩慧不仅没有被命运之绳
绊倒，反而靠双手，闯出了属于自己的
一片天地。

“彩慧的奶奶刺绣绣得好，受奶奶
影响，她从小就喜欢刺绣。”周彩慧的母
亲告诉记者，双腿的残疾并未阻挡她对
生活的热爱和对刺绣技艺的追求。经
历了这段磨难之后，周彩慧更专注于自

己从小的爱好，并积极利用网络认真学
习刺绣技艺和美甲技艺，探索网络营销
之路，逐渐有了一些成就。

“刺绣会上瘾，让我乐在其中。”周
彩慧听着妈妈的话说道。通过刺绣，周
彩慧找到了生活的乐趣与希望，她通过
自学和不断摸索实践，很快掌握了刺
绣、针织及美甲等手工技艺。从 2023
年开始，她又尝试在“快手”等网络平台
通过直播和发布绣品作品的方式，将她
绣的十字绣、拖鞋、鞋垫以及针织线钩
织的帽子等进行展示和营销。很快，便
收获了过万粉丝，赢得了非常好的口
碑，每月收入在1000元至2000元左右。

网络平台的出现，不仅让她的生活
有了新转机，也让她结识了许多志同道
合的朋友。“在网络里，我结识了很多和
我一样身患残疾，却对生活充满希望和

期待的朋友。也认识了很多关注我、支
持我的好心人。”周彩慧说。在网络中，
周彩慧与这些人学习、交流，共同度过
了许多快乐的时光。周彩慧通过网络
平台记录着自己经历坎坷后的“新生”
之路，也是通过网络，她找到了自己的
幸福。周彩慧和爱人也是在网络平台
上相识、相恋，如今已结婚多年，育有一
子。“我在日常生活中会遇到很多难以
想象的困难，爱人在家时，对我也是悉
心照料，让我收获了人生难得而宝贵的
幸福。”周彩慧感慨道。周彩慧的刺绣
作品深受网友及附近居民的喜爱，也逐
渐被越来越多的人关注。2023 年，她
获得互助县端午节盘绣技能大赛优秀
奖。2024年6月，她的盘绣作品在互助
县喜迎70周年县庆系列活动中获得三
等奖。

除了在技艺上追求卓越，周彩慧还
经常热心地帮助很多与她经历相似的
人。“尤其看到比我小的残疾人，仿佛看
到了曾经的自己。”她深知残疾人士在
生活和技能学习方面的困难，于是见到
比自己小的残疾人，就会主动和他们聊
天，分享自己的经历和心路历程来开导
他们，帮助他们走出心理困境。遇到对
刺绣感兴趣的残疾人，也会毫无保留地
将刺绣技艺手把手教授给他们。周彩
慧经常说的一句话是：“即使没有健康
的身体，但只要心中有爱、有梦想，加上
坚持不懈，就一定能实现自己的价值。”

□本报记者 吴雨
“危墙变新墙，消除了安全隐患，

社 区 干 部 们 为 居 民 做 了 一 件 大 好
事。”近日，海东市民和回族土族自治
县川口镇史纳社区为民解忧，化解了
因危墙引发的邻里矛盾，同时协调各
方力量，将危墙进行了修缮改造，为
居民营造了安全的出行环境，获得居
民点赞。

近日，有群众向史纳社区工作人
员反映，在原铁路家属区存在一处危
墙，有危及过往行人及周边居民安全
的风险。史纳社区工作人员在接到群
众反映后，第一时间前往现场查看了
解情况。

“这堵危墙年久失修，有明显倾
斜，墙体破损严重，出现了较多裂缝，
如遇强降雨、大风等天气，裂缝会有进
一步扩大趋势，存在倒塌风险，对过往
群众造成严重的威胁，必须及时拆除
和修缮。”史纳社区党支部书记肖君鹏
说。原来，这堵危墙是居民陈先生家
的院舍围墙，但陈先生并不在此居住，
房子长期出租。很多居民尝试与租客

沟通，希望其早日将危墙拆除、修缮，
却并未引起租客和房主陈先生的重
视，墙体破损程度也越来越严重，因
此，引发和激化了邻里矛盾。

为此，史纳社区高度重视，积极调
解矛盾纠纷。社区工作人员先后与该
房屋房主及租客取得联系，耐心细致
地向他们普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
典》相关法律常识，并明确告知，如果
该危墙倒塌致人伤害，房东和租客都
要负相应的法律责任。该房主及租客
均认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随后联系
施工人员对危墙进行拆除和重新修
建，并向附近居民诚恳道歉。

如今，在史纳社区的协调下，危墙
被安全拆除并及时重新修建，改造后
的新围墙，地基更加稳固，墙体更加厚
实，邻里矛盾也被化解。“现在路过这
堵围墙时，心里踏实了。”居民徐先生
高兴地说道。

“危墙”变“新墙”
社区行动解民忧

本报讯（记者 李永兰）最近，80
多岁的李奶奶遇到烦心事：她去办理
房屋产权证时，被要求提供结婚证，她
和老伴当年结婚时并没有领过结婚
证，不知道该怎么办？为此，她向本报
社区热线求助。

李奶奶家住海东市乐都区祥泰小
区，以前常年在乐都区下北山地区生
活。回忆起自己年轻时结婚的情景，
李奶奶说，媒人提亲后，如果男女双方
都满意，男方就会送点礼物过来就算
订了婚，基本也没有什么彩礼钱，女方
还要准备被子、箱柜等嫁妆，办一场酒
席就算结了婚，她和老伴都没有领过
结婚证。

本以为会在山上生活一辈子，没
想到整体易地搬迁的好政策让他们一
家从山上搬到了城里，住上了高楼大
厦，家里干净整洁，出门啥都方便。可
是，当她去办理房屋产权证时，却被要
求提供结婚证，这让她为了难，不知道
该怎么办了。

记者从乐都区民政局婚姻登记处
了解到，因为历史条件的原因，像李奶
奶这样没有结婚证的老年夫妇不在少
数，平常看似结婚证没多大用处，但在
办理房屋产权或迁移户口时却都要用
到，可以到民政部门婚姻登记处前来
补办。

婚姻登记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夫妻双方如果之前办理过结婚证，因
遗失或毁损以及身份证号等信息错误
而补办，需要查找原始档案核实相关
信息无误后给予补办，新补办的结婚
证办证日期为补办证件当日，但登记
的结婚日期还是原来的日期，如原来
是 1980 年 10 月 10 日领取的结婚证，

“登记日期”一栏就填写 1980年 10月
10 日，证书编号则是现在的编号，并
不影响使用；如果当年没有办理过结
婚证，则被视为同居生活，现在办理结
婚证就算是新办证件，结婚登记日期
只能填成办证当日的日期。此外，无
论补办或新办结婚证，都需要携带双
方的身份证原件、户口簿、三张红底二

寸半身合影照片，在现场填写诚信承
诺书，提交材料后可以现场取证，非常
快捷，不需要来回跑腿。

老年夫妇没有结婚证怎么补办

□本报记者 贾丽娜
近日，海东市平安区一小区居民

赵先生向记者反映，9月 6日当天，他
准备开车驶出自家小区时被收费人员
告知，他办理的月租停车卡已经超期
6天，需要缴纳 90元钱的逾期停车费
才能起杆出车。为此，二人就车辆的
续费问题发生了争执。

“我一直都是按时缴纳停车费，
这次因为去外地出差，车子一直在小
区停着没有开出去过，直到 6 日我准
备开车上班才被收费人员告知没有
缴纳本月停车费。”赵先生表示，确实
是因为自身疏忽导致产生了 6 天的
逾期费用，但他认为完全可以缴纳当

月停车费后进行抵消，对额外还要再
支付 90 元停车费的问题，他表示无
法理解。

赵先生说，他本就是该小区的业
主，虽然停车费逾期6天未及时缴纳，
但也不应该按照临时车的停车收费标
准进行收取，更不应该在收取 6 天的
临时停车费用的基础上再按照正常小
区业主停车月租费用进行叠加收取。

就此，该小区收费人员说，之前收
取停车费的二维码是私人账户，自
2024 年 5月起，该小区物业管理公司
便将收费二维码换成了对公账户，所
以停车产生的逾期费用会自动录入系
统，无法消除。

“赵先生办理的月租卡费用是
180元每月，9月1日到期，共逾期6天
产生了90元的临时停车费，由于是系
统自动生成的停车费用清单，我们也
只能按费用清单的金额进行收费。”该
小区收费人员告诉记者，赵先生至今
也没有缴清该笔费用，于是便想着先
让其支付月租费用 180 元后再出车，
没想到也遭到了赵先生的拒绝。

为此，记者与赵先生一同来到该
小区物业管理公司对该问题进行进
一步了解。该物业公司相关负责人
了解到情况后表示，此次的收费人员
为刚招聘到岗的工作人员，由于对车
辆系统平台和对业主及车辆不熟悉，

导致发生了此次停车费纠纷，为此，
他代表公司及工作人员向赵先生深
表歉意。

“虽然今年物业管理公司全部采
用收费系统进行相关费用的收取，但
是完全可以对已经录入过系统的车辆
进行相关修改，针对赵先生车辆逾期
的停车费问题，只需将赵先生车辆支
付费用的时间修改为 9月 1日即可。”
该小区物业相关负责人表示，此次事
件也让他们发现了物业工作人员存在
对相关业务的生疏，今后，物业管理公
司将以此为戒，加强物业管理，持续提
升服务水平，为居民创造更好的居住
体验。

停车收费起争执 物业调解化纠纷

□本报记者 贾丽娜
近日，海东市化隆回族自治县群科

镇市民韩女士向记者反映，她丈夫于今
年7月因交通事故意外身亡，悲痛之余
的韩女士在8月底收到了某银行的通
知，发现丈夫生前还有一张连本带息欠
有 15.72万元的信用卡尚未还清。如
今，这笔债务到底该让谁来偿还？

韩女士认为，此卡她完全不知情，
信用卡系丈夫个人债务，未用于家庭
生活，不该由她来承担，但又担心不还
清此卡的欠款会间接影响自己的征
信，这让她不知该如何是好。

银行负责人表示，韩女士的丈夫

于 2023 年年初在该银行申请并办理
了一张信用卡，在此期间进行了多次
消费，但韩女士的丈夫在使用信用卡
支付后均未按信用卡约定履行还款义
务，截至2024年8月，共拖欠银行本金
及利息 15.72万元。“我们在进行催收
的过程中进一步了解到，借款人已经
死亡，而借款人名下的房产已变更到
韩女士名下。”银行负责人表示，对于
借款人意外身亡，其欠款应当全部由
继承人韩女士偿还。

为此，青海知安律师事务所马律
师表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
典》第一千零六十二条规定，夫妻在婚

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下列财产为夫
妻的共同财产，归夫妻共同所有：工
资、奖金、劳务报酬；生产、经营、投资
的收益；知识产权的收益；继承或者受
赠的财产，但是本法第一千零六十三
条第三项规定的除外；其他应当归共
同所有的财产。

“本案件中，涉及我国夫妻共同债
务及继承人对遗产债务的清偿责任的
承担。夫妻双方共同签名或者夫妻一
方事后追认等共同意思表示所负的债
务，以及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
间以个人名义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
负的债务，属于夫妻共同债务。继承

人对被继承人的遗产债务不负无限清
偿责任，而仅以所继承遗产的实际价
值为限负清偿责任。韩女士丈夫因交
通事故意外去世，其丈夫去世前存在
信用卡逾期情况，现银行要求韩女士
偿还逾期欠款。若韩女士没有继承其
丈夫的房产，可以不用清偿其丈夫信
用卡的逾期欠款，但银行经过查询得
知韩女士丈夫名下的房产已经过户到
韩女士名下，这意味着她已经继承了
其丈夫的财产，应当在继承财产范围
内清偿欠款。”马律师强调，若韩女士
长期不清偿该笔欠款，确实会对其征
信产生影响。

继承遗产是否还需要偿还被继承人的债务

□本报记者 吴雨
近日，在海东市互助土族自治县

威远镇南街社区发生了暖心的一幕。
家住威远镇南林泰小区80岁高龄的孙
大爷开心地对南街社区党支部副书记
王统珍连连道谢：“真是太感谢啦，这
么快就帮我追回了交错的电费，我和
老伴每个月依靠不到2000元的退休金
生活，这200元对我们来说很重要。”

近日，孙大爷家突然停了电，他询
问左邻右舍后发现，只有他家没有电。
他连忙联系物业工作人员，物业工作人
员帮孙大爷致电国网互助县供电公司
服务热线询问情况。“我收到用电余额
不足的短信通知后，在第一时间就缴纳
了 200 元的电费，为什么今天还会断
电？”供电公司工作人员通过核对户号、
地址后，真相终于浮出水面。原来，孙
大爷将200元的电费全部错充到了楼道
的公共电卡上了。

按照供电部门要求，要想把错交的
电费退回来，需要孙大爷在所住小区的
物业公司开具情况说明并加盖物业公
司公章，由孙大爷本人拿着证明和身份
证件去办理退费。“我眼睛看不清楚，智

能手机也不太会操作，可能在充值的时
候点错了。交错电费，我自己不会退，
这钱是不是就白交了？”孙大爷焦急万
分地找到社区工作人员寻求帮助。

“您先别着急，慢慢说，我们一定
尽力帮您解决。”王统珍一边安抚孙大
爷，一边耐心了解孙大爷充错电费的
情况。随后，王统珍拨通供电公司电
话并简单沟通后，决定由社区工作人
员开车载着孙大爷一起去供电公司退
费。供电公司工作人员了解了孙大爷
缴费及盖章的过程后，再次核对缴费
单和系统缴费明细，最终顺利将孙大
爷交错的电费进行回退，孙大爷看到

“失而复得”的200元电费，十分开心。
在社区，每天都会发生类似的“小

事”，但最是“小事”暖民心。正是社区
这些平凡的小事、暖心的问候、贴心的
举动，才能把惠民生、暖民心、顺民意
的工作做到了居民心坎上，让居民获
得幸福感、归属感。

高龄老人错交电费
社区贴心帮忙追回

周彩慧：轮椅女孩与她的刺绣之梦

□本报记者 贾丽娜
连日来，海东市乐都区岗沟街道

七里店社区全力做好防汛抗汛、隐患
排查、全面备勤等工作，当好汛情预警

“预报员”，筑牢汛期“安全线”，打好防
汛“组合拳”，全面保障辖区群众的生
命财产安全。

“大家多加注意辖区内井盖、下水
道等地带的雨水情况，及时做好相关
地带的疏通工作。”“值班轮守人员值
守过程中发现任何情况一定要及时汇
报。”自接到汛情预警后，七里店社区
党总支部书记李艳便集结社区网格
员、党员、退役军人志愿者及物业公司
人员等组成应急分队，对辖区内重要
路段、重点区域进行“拉网式”安全隐
患排查，深入小区重点排查排水点位、
低洼地带易积水的路面、小区地下储
藏室，以及地面渠道流水是否通畅的
同时，持续做好重要隐患点日常巡逻
管护，安排工作人员进行 24 小时轮班
值守，切实做到有问题早发现、早处
理。

“刚才排查时发现小区内出现了
下水道被淤泥堵塞的情况，大家加把
力，尽快将下水道疏通，保障雨水能够
顺利排入下水道。还有街道两旁，注
意排查辖区商铺电线安全隐患和小区
地下车库灌水问题，并根据雨情随时
排查背街小巷积水情况。”9 月 4 日凌
晨，李艳依旧在防汛救灾的岗位上指
挥工作。

李艳告诉记者，自 8月 31日开始，
七里店社区充分发挥网格化管理作
用，全面梳理辖区网格内人员物资、特
殊群体、应急处置等所有环节，确保巡
查责任落实到位，不留盲区。

“李奶奶，最近降雨天气多，雨天
路滑，您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安全，非

必要不出门，家里缺什么就打电话跟
我联系，我给您送过来。”在进行挨家
挨户的走访过程中，李艳对辖区内居
民再三叮嘱。

“今年汛期以来，社区工作人员时
不时就会来小区周围进行全面排查，
还会挨家挨户给我们讲解汛期安全知
识，我们心里别提有多踏实。”辖区居
民童成萍说。

在防汛工作中，一群特殊的身影
格外引人注目——由辖区内14名居民
组成的应急小队，他们用实际行动诠
释了“防汛一家亲”的力量与担当。

“因防汛需要，现需对辖区内重点
区域运送沙袋，请有意愿的居民前往
社区集合！”9月 4日晚，看到李艳在小
区群里发的消息后，64 岁的居民李春
祥首当其冲，毫不犹疑加入了这个队
伍，不一会儿，就组成了一支应急小
队。

他们有的向居民宣传防汛知识，
有的运送沙袋等防汛物资，有的带上
铁锹前往辖区指定地点装沙袋，有的
则与社区工作人员一道排查安全隐
患……

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居民们意
识到“防汛”是一项需要全民共同关注
和努力的工作，纷纷表示：“我们一定
配合好社区的工作，做好汛期的‘安全
宣传员’，将安全防汛的注意事项告诉
身边人，共同营造安全和谐的居住环
境。”

汛期的到来虽然给防汛工作带来
了巨大挑战，但七里店社区以“时时放
心不下”的责任感与使命感，动员广大
干部群众拿着铁锹、雨钩子穿梭在辖
区内，每 4小时排查一次重点区域，各
自在岗位上履职尽责，确保没有任何
遗漏。

七里店社区干群
携手筑牢防汛“安全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