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前，中国联通全国近 2 万家线下自有营业厅全面

开通银联二维码支付。即日起，持卡人只需打开“银联钱

包”或其他支持银联二维码的APP，向收银员展示付款码

“扫一扫”，即可快速完成付款，享受便捷缴费、安全支付

的畅快体验。

电信运营商营业厅是服务民生的重要窗口。中国联

通作为国内三大电信运营商之一，用户数累计到达 2.73

亿户，线下拥有近 2 万家自有营业厅，业务深入全国各省

市、自治区。此番全面支持银联二维码，正是双方联手为

消费者提供更加优质服务的积极尝试，以满足用户对于

支付速度、支付安全以及用户体验不断提升的诉求，共同

致力民生服务升级。

为回馈广大用户，促进受理环境的全面升级，双方还

将于 11 月 18 日起联合开展以“银联畅玩季，联通立减享

优惠”为主题的联合营销活动。11 月 18 日起连续五周，

每周六、周日持卡人在全国联通自有营业厅使用银联二

维码支付，可享满100元立减10元优惠。

近期，银联不断深化在交通出行、酒店服务等领域

的行业合作，加大力度拓展民生服务场景。此次与联

通合作，是银联打造移动支付场景的全新突破，是支付

便民的又一有力举措，也为日后双方在更多领域展开

合作奠定了基础。后续，银联还将联合联通继续深入

探索在线上线下受理、风险防控、云计算等更多领域的

合作，为广大持卡人提供更加便捷、优质的服务，为产

业各方创造更多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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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联通全国营业厅实现银联二维码受理
近2万家线下营业厅全部支持 银联二维码支付享立减优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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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教工路上的德雅公寓，小区的道闸边，有一间看起来

非常“复古”的房间。这间 10 平方米左右的房间是小区的物

业办公室、保安休息室、杂物堆放室等等的多功能用房。

昨日上午，这间房间的门被敲响了。刚刚从小区内检修

电路回来的物业主任陈军，屁股还没挨上凳子，转身就看到十

多位居民走了进来。他们每个人都捧着一根黄丝带，为陈军

戴在脖子上，大家七嘴八舌说，“谢谢你，好物业。”“好物业，好

邻居，点赞！”“每条黄丝带都是我们的表扬信！”

能收获居民这么多的“赞”，身兼业主和物业主任两种身

份的陈军，到底有啥特别？

德雅公寓只有 4 幢房子、208 户人家，是个自治小区，物

业是业委会聘请的。说起来正式聘请的只有陈军，其他人都

是陈军凑起来的班子。

陈军是物业主任，但更多时候他是24小时待命的水电维

修工，也是出纳、兼职保安、兼职停车管理员，是处理小区内各

种突发问题的“救火队员”。

邻居说，这样做不过是为了省点人工费，除了不能省的保

安，没法再压缩的保洁，剩下的活几乎他一个人全包了。

小区物业当家难呀，4 角钱一平方米物业费的价格是

1995 年左右定下的，因为居民不同意涨价，到如今一直没有

涨过。

“这小区当年算很高档，但是历史遗留问题太多了。小区

几乎没有其他收入，只能靠物业费维持运营，加上又是学区

房，业主倒手太快，有些人家还不愿意交物业费，小区管理就

越来越吃力，以至于曾没有物业公司愿意接手小区。”居民杜

子中告诉记者，业委会聘请当时还在上城区一家企业工作的

陈军回来接手物业工作。这一干，已经干了8年多了。

“就冲着没人管小区了，他出来接手了这摊麻烦事；一年

365 天里，340 多天他都在兢兢业业做物业工作；这些年小区

交物业费的人从 50%上涨到了 95%左右，我们就该给他一百

个赞。”居民罗金兰说。

居民们要夸陈军的地方多了：

“别的小区装道闸都要钱的，陈军跑了好多地方，找了带

广告的道闸，既装了道闸还省了钱，真能干的。”

“我们小区60个车位，但是有180多辆车，每一辆车陈军

都认识。怎么分流部分去停车场，临时来人怎么停车、停哪

里，他都安排得妥妥当当。”

“上次晚上很晚了，我家电路出了问题，给陈军一打电话，

没几分钟他就来了。真好。”

居民们完全不重样地表扬陈军，持续了将近半个小时。

陈军说，一年到头这么辛苦，事情又多又杂，有时真是觉

得撑不下去，“看看这些热情的老街坊；看着这些代表感谢的

黄丝带，我就觉得虽然在撑，还是有快乐的地方的。”

但是他也掏心掏肺说了实话，物业费一年总的收入满打

满算不到19万元，开销就要超过17万元。“刚开始做的时候，

还是能赚到点钱的。但现在我每个月拿到手的钱 3000 元都

不到，这点钱实在没法养家。”

本报记者 黄莺 通讯员 王景奇 文/摄

一人身肩物业水电维修、保安、出纳、停车管理⋯⋯

他是小区“全能保姆”，大家点100个赞！

守望相助，相逢一笑。

同在一片楼宇中，能共享能

互助能帮衬，这是我们想象

中最和谐的邻里关系。

钱报记者采访的例子仅

仅是“敲门日”的几个个例，

如果你也和邻居、楼友有着

面熟的“点头之交”，不妨更

勇敢些，去敲敲门，找回大墙

门里曾有的欢声笑语吧。

好邻居，好物业，敲门日街坊们为您点赞！

每条黄丝带都是我们的表扬信

昨日，邻居节一大早，杭州笕桥街道明桂社区 74 岁的邵

文英阿姨，拉上社工敲开了邻居丁雅莉家的门。65岁的丁雅

莉不仅是邵阿姨的好邻居，还是一个演出团队的好姐妹。

邵阿姨说，她要代表演出队的姐妹们和邻居们一块儿来

给丁雅莉送上邻居节祝福和感谢。为啥要感谢呢？就因为丁

阿姨那一双双亲手缝制的“温暖牌手工棉拖鞋”。

老姐妹俩亲亲热热拉着手聊家常。丁阿姨拿出自己刚做

好的棉拖鞋，“来来来，试试这双刚做好的，合脚不合脚。”

其实呢，邵阿姨和丁雅莉是老相识，明桂社区成立之前，

邵阿姨和丁雅莉都是老底子笕桥弄口村的村民。那会儿村里

就成立了一支村宣传队，名叫“池塘俱乐部”，她们俩都是俱乐

部成员。老底子俱乐部常常自编自导节目为邻里乡亲演出。

后来弄口村拆迁，村民们在外过渡几年又回迁到一个小区，这

个俱乐部的姐妹们又聚在一起了。

几年前，退休在家的丁阿姨闲来无事，跟着妹妹学会了做

棉拖鞋。丁阿姨自己跑到零布头市场买棉布、海绵和泡沫鞋

底，一针一线缝了一双又一双。家人有了，就给俱乐部的老姐

妹们送过去。这好穿又暖和的棉拖鞋口碑口口相传，一来二

去，不少邻居都来拜托。但凡有邻居向她要棉拖鞋，丁阿姨都

给人一针一线缝出来。几年里，她为左邻右舍的居民义务缝

制了两百多双棉拖鞋。

从丁阿姨家出来，邵文英阿姨又去了邻居莫毛银家。邵

阿姨说，趁着邻居节，她还要好好夸夸这位好邻居。

“要不是邻居们说起来，我都不知道他这些年做了这么

多好事啊。有邻居去世，不知道怎么料理接下来的事儿，莫

师傅就义务来帮忙洗漱更衣，这可不是一般的事情，太不容

易了。”

邵阿姨告诉记者，莫毛银不仅对邻居们热心，更是一位孝

子和好哥哥。莫师傅丈人和丈母娘分别 99 岁、97 岁高龄，平

日里洗脸洗脚擦身都是莫师傅在服伺，耐心细致，周到照料。

不仅如此，莫师傅甚至每天还要抽时间去照顾瘫痪的妹妹，每

天为她坚持康复训练。

本报记者 王丽 黄莺

通讯员 杨晓英 姚乘乘 王景奇 文/摄

“温暖牌手工棉拖鞋”&义务入殓师和孝子

夸夸我的好邻居雅莉和老莫

居民们送上了黄丝带，来表达对

陈军的谢意。

丁雅莉（右）把自己亲手做的

棉拖鞋套在邵文英（左）脚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