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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回下水道疏通了，再也不会

‘水浸街’，蚊虫少了，空气清新，我们

的心情也舒畅，你们真是给大家办了

件大好事。”8月22日上午，在桂城江

右大街的巷道上，卢婆婆拉住大圩社

区街坊会“特勤中队”小分队成员，对

他们夸个不停。原来，有了“特勤中

队”的通力合作，堵塞已久的下水道变

得通畅，居民的生活恢复正常。

多方商讨解决下水道问题
近期雷雨天气增多，大圩社区

江一、江二片区处于低洼地带，多条

街巷的下水道由于建造时间久远，

加上缺乏清理维护，堵塞严重，大雨

后必“水浸街”。积水未能及时排

出，滋生大量蚊虫，给周边街坊带

来严重困扰。

7月下旬，大圩社区街坊会“特勤

中队”小分队收到居民反映的问题后，

向社区“创熟”团队反馈。团队接到反

馈后，马上到场了解情况。

8月9日，在大圩社区党委的牵头

下，邀请了社区驻点团队、居民代表、

经济社社长、创建熟人社区团队、党员

志愿者、街坊志愿者等召开多方联席

会议，围绕江一、江二片区下水道堵塞

问题，商讨解决方案。联席会议结束

后，大圩社区党委，江一、江二经济社

社长和“创熟”团队入户走访居民，收

集居民意见建议。经多次研讨后，大

圩社区党委决定对江一、江二下水道

进行全面清堵、通淤。

8月22日一大早，大圩社区街坊

会“特勤中队”小分队40多人集合，和

下水道管网维修人员一起，对下水道

进行清淤处理。经过一上午的通力合

作，清理出多车淤泥、垃圾等堵塞物。

居民从被动治理
到主动自治

“虽然有点累，但看着清出来的

淤泥、堵塞物，很有成就感，过往那种

下雨后街坊要蹚着污水出入的尴尬

场面再也不会出现了。”江一经济社

社长卢振华说，希望更多街坊加入“特

勤中队”小分队，一起为社区治理贡献

力量。

大圩社区街坊会“特勤中队”小分

队是桂城街道创建熟人社区的特色项

目，由党员代表，江一、江二经济社社

长，党员志愿者，街坊志愿者等组成，

主要针对大圩社区老旧片区自建房集

中区域存在的下水道堵塞、污渍累积

等问题，以街坊志愿服务的形式组织

群众常态化巡查、清理等，共同解决旧

城区排水排污问题。对缺失的收水口

铁网进行补装，向周边居民派发宣传

单张，通过对下水道的常态化管理，为

居民排忧解难。

“改善社区人居环境涉及方方面

面，只有集聚民智、借助民力才能顺利

推进。”大圩社区党委书记黄润生说，

让社区居民从“要我清”转变为“我要

清”，成了推动该项工作的关键。接下

来，社区将继续坚持党建引领，以“创

熟”为抓手，让社区治理从“独角戏”逐

步走向“交响曲”，实现居民被动治理

到主动自治，共同创建全国文明城市。

文/珠江时报记者李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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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大型餐饮管理A公司发现，公司的网

页链接及网站的宣传信息被B公司私自篡

改，其公司的注册商标、菜品被盗用在B公司

的网站上进行自我宣传，侵犯了A公司的网

站著作权、商标专用权等合法权益。提起诉

讼前，A公司向某公证处申请对B公司涉嫌

侵权的网站内容进行保全证据。该公证处

依法受理了该公证事项，并立即对相关网页

进行保全证据。尽管B公司在法庭上否认对

A公司的侵权事实，但法院经过审理后，采纳

了该公证处的证据保全公证书，判决B公司

停止侵权、消除影响并赔偿经济损失。

南海公证处提醒：《中华人民共和国公

证法》第十一条第（九）项规定，根据自然人、

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申请，公证机构办理保

全证据公证事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

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九十四条第二款规定，

电子数据的内容经公证机关公证的，人民法

院应当确认其真实性，但有相反证据足以推

翻的除外。保全证据公证是公证处根据自

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申请，依法对与申

请人权益有关的以及有可能灭失或者以后

难以取得的证据、行为过程加以提取、收存、

固定、描述、监督的活动。保全证据公证能防

止证据的灭失和发挥证据的证明效力，有效

地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为人民法院和行

政机关及时解决纠纷提供可靠依据。

■相关链接
8月27日至8月28日，南海公证处、南海

区普法办联合举办“公证在身边 服务你我他”

主题微信学法大赛，参与游戏答题有机会获

得微信红包等丰厚奖品，详情可关注“南海普

法”“南海公证处”微信公众号。

整理/珠江时报记者原诗杰

下水道“闹堵”街坊会协调疏通
越来越多居民加入小分队，一起为社区治理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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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圩社区街坊会“特勤中队”小分队成员合力疏通下水道。

常梳发：经常梳理头发可以扩张皮

下毛细血管，促进新陈代谢，保持头脑

清醒，易除疲劳。

舌舔腭：用舌头舔牙齿上腭，可以

起到提神、补气、养心的作用。

齿数磕：牙齿多活动，相互磕一磕，

保持牙齿健康，有助于消除疲劳。

面多擦：用双手揉搓面部，使面部

红润，促进面部血液循环，防止感冒，缓

解疲劳。

8月23日处暑，是秋季的第2个节气。“处”含有终

止之意，处暑表明暑天将近结束，此时昼热夜凉，阳气

渐收，阴气渐长，自然界万物开始由“生长”向“收藏”转

变，为阳气的收敛创造了条件。处暑并不意味真正的

秋凉，所以养生保健以滋阴和祛暑并重。

“处暑之后，暑气渐渐消退，气温逐渐下降，天气开

始由炎热向凉爽过渡。”桂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医生表

示，此时气温虽有整体下降的趋势，但还不是完全的秋

凉，仍处在短期回热天气期内。在此，提醒大家，此时

养生要注意以下四点：

秋季自然界万物凋零，容易使人产生悲秋之情。故秋季

养生要保持乐观情绪，神志安宁，以神敛气，以减缓肃杀之气

对于人体的影响。 文/珠江时报记者李冬冬

公证篇——

保全证据公证
防止证据灭失

步入秋季，除了做到“起居有常”，睡眠时间也要从暑期

的“夜卧早起”，调整为顺应秋时的“早卧早起”。处暑节气处

于由热转凉的交替时期，自然界的阳气由疏泄趋向收敛，人

体内阴阳之气的盛衰也随之转换。秋主“收”，早卧，以助于

阳气的收敛，以养“收”气；早起，以助于肺气得以舒展。

滋阴润燥

处暑后进入气象意义上的秋天。秋季燥气当令，易伤津

液，故饮食应以滋阴润燥为宜。日常饮食应少食辛味食物，

增加酸味食物。此外，民间也有处暑吃鸭的传统习俗。古人

认为，农历七月半的时候鸭子最肥美，正是人们秋季进补养

生的首选食材。现代研究也表明，鸭肉中的脂肪不同于其他

动物脂肪，其化学成分近似橄榄油，有降低胆固醇的作用。

适度运动

处暑之后，秋意渐浓，正是畅游郊野、迎秋赏景、登高望

远的好时节。此时人体出汗明显减少，水盐代谢功能逐渐恢

复平衡，进入生理休整阶段，机体容易出现疲惫感，产生“秋

乏”。此时养生需动静结合。运动可选择温和的有氧运动，

如快走、广播体操、打球等。对于老年人，运动要以“不累”为

标准。运动时间以早晚为宜，中午室外仍然炎热，应尽量减

少户外活动。

调畅情致

解秋乏小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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