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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姜顺）近日，有市
民向记者反映，每次乘坐公交使用“延
安公交”App进行扫码时，都会弹出一
个比乘车码还要大的广告，容易误触，
尤其是在上下班乘车高峰期时，对中
老年人以及匆忙赶车的上班族来说非
常不便。

11月27日，记者按照公交车车门上
粘贴的“延安公交”App二维码进行下
载。当打开App主页面时，一个几乎占
满主屏幕的广告顺势弹出，稍不注意点
上去就会瞬间弹到“饿了吗”“美团”“支
付宝”等App页面。关闭App下次再打

开时，弹窗广告仍然会出现。
“乘车时候太不方便了，点了半天点

不对，后面的人都在等着刷码，真是太烦
人了。”市民刘女士抱怨道。

记者分别用微信和支付宝乘车码
乘坐公交车进行测试，两种支付方式所
用时间相差不大，平台上所投放的广告
也都是位于乘车码下方，并不会影响市
民扫码。但与“延安公交”App不同的是，
微信乘车码和支付宝乘车码都需要支付
2元的公交费，而“延安公交”App可以 8
折优惠，这也是更多市民选择用“延安公
交”App进行扫码的原因。

“坐一次省 4角，如果坐 10次，100
次，省出来的钱就多了。”市民陈先生告
诉记者，“以前还不适应这个弹窗广告，
所以会误触，后来使用久了，就会在上车
前提前打开App并关闭广告。”

记者在手机应用市场中看到，“延安
公交”App的评论留言中，有不少市民都
对弹窗广告进行了吐糟，并打出 1星的
评价。那么，乘车码上的广告究竟从何
而来？记者就此联系了延安市公共交
通总公司交通一卡通分公司进行了
解。该公司相关工作人员表示，广告弹
窗无法关闭，因为“延安公交”App是针
对本地市民开发的一款软件，软件开发
商免费给公司使用，条件就是在App上
投放广告。

市民谢女士表示，公交公司为了降
低成本、让利于民的出发点是好事，但也
不能忽视乘客对便利乘车的渴望和被广
告干扰的困扰。利用乘客不小心点进去
博取广告流量，实际的效果如何值得商
榷。希望公交公司与软件开发商协商，
进一步优化市民使用体验。

“我的家哟，在陕北，那是一片柔柔的
黄土地……”11月12日，走进宝塔区宝塔
山街道杨家岭社区，阵阵歌声回荡在整个
楼道里，社区内充满了温馨与和谐的氛
围。

在社区的老年社团室，辖区的十几
位居民正在排练合唱，悠扬的歌声，开心
的笑容，尽情绽放老年人特有的风采。

今年70岁的延安大学退休教师韩桂
荣是合唱团的组织者，她告诉记者，每个
星期他们会在社区搞至少两次活动。有

这样的场地，他们的业余生活更加丰富，
并且增进了邻里感情。

“我们以前都是在室外排练，没有固
定的场所，现在社区提供活动场所，还有
饮水设备，夏天有空调，冬天有暖气，合
唱团的人越来越多了，我们打心眼儿里
感谢社区对我们老年人的贴心服务。”韩
桂荣说。

为了不断丰富社区老年人的精神文
化生活，自 2022年杨家岭社区搬入新址
后，社区就打造了图书阅览室、多功能

室、书法棋牌室等多个活动场所，供社区
居民免费使用，为居民们提供了一个学
习娱乐交流的平台。

“我们还将结合社区实际，开展歌唱
比赛、书法比赛等活动，为辖区老年人提
供更多相互交流学习的机会，增强辖区
老年人的幸福感和获得感。”杨家岭社区
党总支副书记孙伟表示。

杨家岭社区的贴心服务温暖人心，
杜甫川社区的多样服务也不逊色。

杜甫川社区的老年人不仅可以免
费使用众多音乐器材，还能享用经济实
惠的爱心午餐和休息理疗。同时，辖区
的居民还可以带着孩子在社区娱乐玩
耍，真正让居民感受到社区带来的温
暖。

“我们现在缺少一个板胡。”
“没问题，叔，我们协调解决。”
这是11月14日刚刚排练结束后，宋

浩才老人与社区负责人的对话。
老人告诉记者，他每天都来社区，除

了唱歌、下棋，还参加社区组织的娱乐活
动，不仅能展示自己的才艺，还能交到不
少朋友。

杜甫川社区还成立了志愿服务队，
不定期举办老年人才艺展示、健康义诊、
反诈知识普及、爱心理发等服务活动，不
断为社区老年人的精神文化需求提供更
多创新服务。

杜甫川社区党总支书记宋伟说：“社
区将利用好辖区的各类资源，为老年人提
供各种服务内容，丰富他们的精神文化生
活，让他们老有所乐，安享幸福的晚年。

为了丰富社区居民的精神文化生
活，南桥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开放社
区阵地，依托“六园一平台”每天开展乐
器、书法、舞蹈、心理咨询等特色文化课
程，聘请辖区专业老师授课，满足居民文
化需求。

爱好音乐的魏涛老人告诉记者，他
学过笛子，拉过二胡，现在因为声乐学习
他又喜欢上手风琴。在声乐班里，魏涛
主要负责拉手风琴，每周四上午他都会
按时到社区上声乐课。“在家也是闲着，
社区能提供这么好的学习娱乐场所，丰
富我们的老年生活，让我们老有所乐，感
觉特别满足。”魏涛说。

张梅是延安圣地书画院副院长，现
在作为南桥社区书画教学老师，长期为
社区爱好书画的居民们进行书画教学。

“大家在一起学习书画，邻里关系越来越
融洽了，精神面貌也越来越好。现在参
与学习的学员累计近 100人。”张梅告诉
记者。

关爱老人身心健康是全民关注的话
题。近年来，宝塔区各社区积极行动，持
续推动资源在基层整合、服务在基层拓
展、问题在基层解决，不断丰富老年人的
精神文化生活，推出细致贴心的服务，提
升老年人的幸福感，绘就民生画卷温暖
底色。

本报讯（记者 李欢 通讯员 马倩）“这次培训
使我对道情文化有了更深刻的理解，也对我以后说道
情有很大的帮助。”近日，延川县举办道情培训班，参
训学员毛树军高兴地表示，对于道情爱好者来说，这
是千载难逢的机会。

培训中，道情授课老师通过现场讲解和示范，让
学员们深入理解和掌握陕北道情的基本技巧。学员
们积极参与，互相讨论，表现出极大的热情。

“陕北道情作为一项民间音乐形式，深受广大群
众的喜欢。我们举办这次培训，就是为了进一步弘
扬民间音乐，让更多喜欢陕北道情的群众从中受
益。”延川县文化馆副馆长曹意味说，培训旨在传承
和弘扬陕北道情艺术，进一步推动优秀传统文化与
延安精神宣讲有机融合，丰富群众文化生活，提升道
情表演水平。

本次培训为期4天，由延川县文旅局主办，县文化
馆、县延安精神研究会和县老年大学承办，县延安精
神志愿者服务秧歌队协办，在该县老年大学开班，各
相关单位负责人及200多名陕北道情爱好者参加。

本报讯（记者 贺秋平 实习生 郭心怡）“这棉
衣可真暖和，穿上也合身。”11月 29日，在“情暖环卫
工 寒冬送关爱”活动现场，领到慰问爱心棉衣的环卫
工人试穿后高兴地说道。

环卫工人被誉为城市的“美容师”，无论严寒酷暑
始终奋战在一线，默默守护着城市的整洁和美丽。为
更好地关心关爱广大环卫工人，在寒冬到来之际，宝
塔区政府、延安市民政局、延安市慈善协会联合宝塔
区城市管理执法局、宝塔区慈善协会以及爱心企业共
同在城区凤凰广场举行了“情暖环卫工 寒冬送关爱”
慰问活动。

此次慰问活动由中华慈善总会捐赠40万元、市慈
善协会捐赠13万元，爱心企业陕西羊中王集团捐赠63
万元、信韩（广东）电器科技有限公司捐赠8万元，区级
配套资金 10万元，总捐赠价值达 134万元，共为 2000
名环卫工人发放御寒棉衣和洗衣液。

“我们这次为环卫工人送来御寒防冻的棉衣，希
望大家穿上后能够温暖过冬。”陕西羊中王集团副董
事长臧国生表示，多年来，企业在自身发展壮大的同
时始终不忘回报社会，一直热心社会慈善公益事业，
今后还将一如既往地心系困难群体的衣食冷暖，为延
安社会慈善事业发展尽一份绵薄之力。

此次捐赠活动不仅给广大环卫工人送去了物质上
的帮助，也传递了扶贫济困、和谐友善的关爱意识，营造
了全社会理解、关爱和帮扶困难群体的良好氛围。“通过
此次活动，广大环卫工人们感受到了来自社会各界的关
心关爱。我们也呼吁更多的爱心企业和爱心人士能够
积极参与到延安的慈善事业当中来，扶贫济困、奉献爱
心。”延安市慈善协会项目部部长王琼说。

App弹窗广告遮住乘车码
市民吐槽“不方便”

托起幸福“夕阳红”
——宝塔区各社区关心关爱老年人身心健康

记者 孙艳艳

ZouJinSheQu

走进社区

观观 察察
记
者

陕北道情培训
传承非遗艺术

社会各界冬日送温暖
两千环卫工棉衣穿上身

● 环卫工人现场领取到爱心慰问物资

“晓华”理发师在湖南怀化经营一家
理发店，近日，因把自己给顾客理发的视
频发布在社交平台上，前后效果反差巨
大而走红，被网友称为“听得懂话”“是人
民的理发师”。

11月 26日下午，记者走进位于新区
上城贰号东门的“SJ”美发店，见到了大
家推荐的延安的“晓华”理发师——卢大
顺，一个来自重庆的小伙子。在延安的
这几年时间里，大顺得到了上千名顾客
的认可，“晓华”理发师爆红后，许多老顾
客都说大顺就是延安的“晓华”，同样能
让顾客“笑着走出理发店”。

愿做“无声”的剃头匠

“我和‘晓华’老师比不了，我只是尽
心做好自己的工作，让大家都能有一个
满意的发型。”与记者聊天的过程中，大
顺手中的剪刀上下翻飞，不一会儿，一位
男顾客原本凌乱的头发很快变得利落精
干。为顾客吹头发时候，顾客提出要染
发，大顺报了两个染发价位，顾客选好
后，大顺又换上专业的染发服装，按顾客
要求调制好颜色，为顾客细心梳理染发，
全程没有多余的推荐。

贺先生每隔两三周都要带儿子过
来剪头发，他告诉记者，大顺不光手艺
好，而且话少，在他们这剪头发不会

“尬聊”。这种轻松愉快的理发体验也
让自己向亲朋好友推荐了这家理发店。

大顺表示，进理发店的，要么是很清
楚自己的需求，过来直接说剪或者烫染，
要么是想改变但没有什么具体想法的。
前者他们说得再多也没什么用，反而徒
增别人的反感，后者需要建议时会主动

和他们沟通，也不需要过多推销。
从十几岁开始从事美发行业，大顺

凭借多年的经验和不断学习，掌握了各
种流行的发型设计和修剪方法。无论是
简单的洗剪吹，还是复杂的烫发、染发，
他都能轻松应对，为顾客打造出满意的
发型。他希望能凭自己的技术赢得顾
客，宁愿做一个“无声”的剃头匠，也不想
过度推销。

好技术才是硬实力

“这是大学刚毕业那几年常留的发

型，我一直很喜欢，但现在换了好几家理
发店，都剪不出以前的感觉，你有什么好
办法吗？”记者拿出几年前的照片，准备
体验一下大顺的手艺。

“之前你的头发比现在多，刘海比
较厚实，显得发量多的同时颅顶也会看
着高一些。我现在试着给你多增加刘
海发量，顺便弱化一下你的发缝。”几
分钟后，记者戴上眼镜，看着镜中的自
己，蓬松的刘海很好地修饰了脸型，从
视觉上有效拉升了颅顶高度，显年轻了
不少。

“陕西人有句话叫‘新头三天坎’，
说实话，我一开始并没有抱很大希望。”
家住新区的万女士经朋友推荐第一次带
女儿来大顺这里剪头发。当大顺完美地
将万女士从小红书上下载的图片“变”成
女儿的新发型后，她当时就决定“办卡，
必须办卡”。从理发店里高高兴兴出来
的万女士一家三口，也变成了大顺忠实
的顾客。

为了对得起顾客的信任，大顺和同
事每年至少外出学习培训两三次。“一成
不变肯定不行，我们会抽时间去学习新
的造型和技术，希望能带给大家最好的
理发体验。”大顺说。

不做“一锤子”买卖

每个人的脸型、气质和喜好都不同，
因此剪发时绝不能千篇一律。大顺说，
他在为顾客洗头时，就已经对顾客的头
骨特点有所了解，每次为顾客剪发前，他
也会耐心倾听顾客的需求和期望。很多
顾客让他看着剪，怎么好看怎么来，他会
根据顾客的头骨结合自己的经验，给出
最合适的建议。

“这里服务好，价钱合理，对我们年
龄大的人很有耐心。”家住新区上城贰号
的刘奶奶本来对发型没有特别的要求，
但是大顺每次都给刘奶奶收拾得很精
神。老人特别满意，给全家人都办了会
员卡。

大顺说，他们的定价低于市场上
同类服务的价格，但理发从来不是“一
锤子”买卖，他认为，收费公平合理，服
务周到细致，才能获得大家长期的支
持。

延安人自己的“晓华”理发师卢大顺：

让顾客“笑着走出理发店”
记者 谷嫦瑜

近日，延川县文化和旅游局联合旅游服务中心、
乾坤湾景区管理局、文化执法大队联合对网吧、KTV、
书店、A级旅游景区等场所进行安全生产大检查。

检查组先后就消防设施设备、安全通道、用电线
路，书店出版物的合法性、经营资质、进货渠道，文化
经营场所各项管理制度、应急预案、安全生产制度进
行排查、检查，同时对A级旅游景区安全设施设备是否
完善、操作人员是否持证上岗、环境卫生是否整洁等
开展检查。针对检查中发现的安全隐患和问题，检查
组责令限期整改，切实筑牢安全生产防线，确保冬季
文旅行业实现高质量发展。

通讯员 袁妞 摄

安全专项检查
确保规范运营

记者手记

企业顺应现代化智能趋势，积极拓
展新的业务增长点，及时推出便民举措，
本是一件符合市场发展规律、创新求变
的大好事。但是，如果给市民的日常工
作和生活带来了不好的体验，那这样的
业务增长是否又与企业的服务宗旨背道
而驰呢？

乘客的吐槽虽然只是一个小小的插
曲，但足以引起我们对便民举措实施过程
进行反思。便民举措的本质是为了服务市
民、方便群众，但在实施过程中，我们也需
要不断听取民意、关注群众需求和反馈。
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做到便民利民、
为民服务，才能赢得群众的认可和支持。

● 卢大顺认真为顾客染发

● 杜甫川社区老年活动室里，老人们正在进行演奏排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