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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梓宁
这几天，绿油油的小麦出现在

了闹市区的绿化带内，笔者了解后
得知，由于当时绿化带还未种植花
草，附近商家考虑到种小麦成本较
低，且具有一定的观赏性，便自发播
下了种子。

笔者从网上了解到，多地出现
过“把小麦种进绿化带”的现象，但
评价褒贬不一。据农技专家介绍，
粮食作物的重要价值是食用，而非
美化环境，小麦种在绿化带内，不仅
起不到净化空气等作用，若后期管

理不当，还将失去食用价值。
笔者认为，上述商家的初心是

好的，但方式却偏了。绿化带作为
城市形象的一角，折射的是城市品
质，不仅要“看颜值”，更要“重内
涵”。选择绿化带作物时，应统筹考
虑整体环境和作物功能，不能盲目
种植。商家若是考虑周全，在绿化
带中种入适宜的景观花草，那么这
份初心便能如花绽放。

如今，各地提倡把庄稼种成风
景，然而任何作物只有种对地方才
能成为风景。真正美丽的庄稼风景
是在农村的广袤田野里，是在城郊
的美丽田园示范区中。这些作物平
日里供游客观赏，收割时能填充粮
仓，如云在天边水在瓶，符合自然的
才是美景。

种对地方才可种出美景

本报讯（记者 郑连乔 通
讯员 励耀）日前，我区某集中隔
离点收到一封感谢信，信件的主
人是一名刚刚结束隔离返回上海
的女孩。

“所谓勇敢，不是不怕，而是
知道有危险，仍然执着前行。如
果有机会，真想抱一抱你们，再次
感谢隔离期间的照顾………”区
中医医院肺病科医生昌爽与同事
分享了信件内容，她说：“隔离点
是隔离人员临时的‘家’，他们一
声声感谢的背后是工作人员的默
默付出和暖心服务。”这是昌爽今
年第三次进驻隔离点，她表示，转

运人员到达后，登记、入住、核酸
采样、信息采集、建立健康记录
等，都是必不可少的。从微凉的
清晨到月色朦胧的午夜，工作人
员24小时不间断守护，让集中隔
离点充满了温暖。

区统计局党组成员徐叨长是
该隔离点志愿小分队的负责人，
带领组员做好隔离人员保障、管
理、服务等工作。“隔离点物资齐
全，大家有什么需求，只要不违反
防疫规定，我们都会尽量满足。”
他说，工作人员接到电话后，会详
细记录对方所需生活物资、紧急
药品等,也会第一时间做好对接，

以最快速度把物品分发到所需人
员手中。徐叨长的电脑里存着一
份“隔离点需求情况汇总表”，里
面按时间清晰地标注着每日的需
求及落实情况。表格的最后一行
写着“隔离人员完成14日集中隔
离，14日前台共接到580个电话，
所有来电需求均已解决”。

隔离点“润物细无声”的关怀
照射到隔离人员身上，让他们增
强了“走过冬天便是春”的信念。
记者联系上信件主人周思维，她
是一个在上海工作的 24 岁姑
娘。提起在奉化隔离的日子，她
仍是不住地感谢。“不管是白天，

还是深夜，消毒、核酸检测、清运垃
圾，隔离点的工作人员总是在忙
碌。”周思维说，她印象最深刻的是
身着防护服的工作人员询问自己有
什么需要，可以对他们的服务提出
建议。“明明是我们麻烦了他们很多
事情，他们却总是真挚地询问，关心
我们的身体和心理状况。”周思维在
信中写道：你们用无私奉献为我们
负重前行。

周思维告诉记者，这是她第一
次来到奉化，可惜没有机会好好领
略这座城市的春光。但是，对于她
而言，因为有这些美好的陪伴，奉化
已经成为她最喜欢的城市。

“如果有机会 真想抱一抱你们”

上海女孩寄来一封感谢信

本报讯（记者 马乐乐 王层
裕 通讯员 江艳）近年来，高空
抛物事件频繁发生，严重危害公共
安全，影响社会和谐稳定，引起各
界广泛关注。4月22日，区法院公
开开庭宣判被告人戴某高空抛物罪
一案，该案系全区首例高空抛物罪
案件。

在当天的庭审中，被告人戴某承
认其在2月8日晚上7时左右，在家中
与女友发生争吵，为发泄情绪，先从家
门口楼道的窗户往下抛掷盆栽，后
又从家中客厅南面窗户往小区内部
道路抛掷陶瓷碗，对过路居民形成
了极大的安全威胁。之后，戴某又
不顾劝阻，继续向下抛掷塑料蒸笼
及盛有糕点的陶瓷盘等物，致使停
放于楼下的轿车引擎盖受损。

案发后，戴某主动报警并在现

场等候处理，到案后如实供述了自
己的罪行。戴某对于自己高空抛物
的行为深感悔恨与自责，事后赔偿
了被害人损失并取得了谅解。

区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戴
某从建筑物高空抛掷物品，情节严
重，其行为已构成高空抛物罪，依法
判处有期徒刑7个月，缓刑1年1个
月，并处罚金2000元。

“高空抛物作为‘悬在城市上空
的痛’，严重扰乱社会公共秩序、威
胁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2021年3
月 1日《刑法修正案（十一）》施行，

‘高空抛物’正式入刑，该行为可被
追究刑事责任。”本案审判员、区法
院副院长许亚代说，“此案虽未造成
严重后果，但被告人的行为足以危
害公共安全，希望大家以此为戒，共
同守护‘头顶上的安全’。”

我区首例高空抛物罪案宣判

本报讯（记者 刘文博 通讯
员 高袁红）4月23日上午，记者接
到读者杨先生报料，称其在公司食
堂后面捡到一只暂时失去飞行能力
的猫头鹰，希望记者能联系相关部
门予以救助。

记者来到杨先生公司所在地莼
湖街道袁岙村，看到了被救下来的
猫头鹰。小家伙长约20厘米，上体
为灰褐色，呈白色斑点，两只金黄的
眼睛瞪得溜圆，煞是可爱。大约是
因为白天的缘故，猫头鹰并不活跃，
呆呆的一动不动。

据杨先生介绍，他是21日上午
发现这只猫头鹰的，当时它被粘在
粘鼠板上动弹不得，羽毛也都粘在
了一起。将猫头鹰救下后，杨先生
发现其无法飞行，便把它带回了宿
舍，还专门去地里挖了蚯蚓，买了鸡
肉，生怕饿着这小家伙。杨先生表
示，猫头鹰被救回来后胃口不太好，
晚上会发出粗哑刺耳的叫声。“我觉

得猫头鹰应该是保护动物，就联系
了你们。”杨先生说。

随后，记者联系了奉化区森迪
野生动物收容救护中心，经工作人
员初步辨认，该鸟为横斑腹小鸮，是
猫头鹰家族的一种，属于国家二级
保护野生动物，是少数具备夜视能
力的鸟类，常单独或成对活动，主要
以鼠类和鞘翅目昆虫为食，对维护
生态平衡起着重要作用。

在现场，工作人员仔细检查了
猫头鹰的身体，发现其尾部羽毛受
损，丧失飞行能力，暂时不宜放生，
决定将其带回，待恢复健康后放归
自然。如果其丧失野外生存能力，
则将移交给动物园。

专业人士提醒，市民若发现有
受困、受伤的野生动物需要救助，请
立即联系野生动物收容救护中心或
公安机关。同时提醒市民，发现猛
禽等野生动物时，不要轻易转移或
抓捕它们，更不要伤害它们。

爱心市民救助受困猫头鹰

记者 柳家欢
通讯员 奕超超

“请出示你的身份证、健康码
和行程码……”在奉化火车站，每
天都能看到西坞派出所民辅警忙
碌的身影。他们联合运管、卫健
部门工作人员，在出口逐一检查
刚下车的旅客，共筑抗疫防线。

这份坚守，西坞派出所已坚
持 2年多。2020年以来，该所每
天都会组织 1名民警和 2名辅警
进驻火车站，守好这一重要入奉
关口。

除了火车站，西坞高速服务区
的疫情防控任务也落在西坞派出
所“肩上”。“两个风险口都在西坞
辖区，这对我们的工作提出了更高
的要求。在疫情突发时，如何及早
介入、闭环处置、切断传播渠道，成
为摆在大家眼前的重大课题。”为
此，所长顾东杰综合地理、交通等

实际情况，制定了一套应急预案，
并多次组织实战演练，不断补齐短
板。该所还顺利完成涉及服务区2
例阳性感染者的管控工作，为后续
妥善处置打下良好基础，也为今后
疫情防控积累了经验。

4月 10日凌晨，我区发现 1
例新冠肺炎阳性感染者，该所派
出应急小分队第一时间支援岳林
街道“三区”。民警毛谈洲曾多次
赴周边县（市、区）参与防疫。9
日晚，刚从外地抗疫回来的他，还
没来得及见上妻女一面，便火速
前往“三区”执勤。

“我是党员，也是退役军人，
这种危急时刻就应挺身而出！”辅
警毛俭俭是毛谈洲的老搭档，每
次所里有紧急任务总是冲在前
面。此次疫情，他和作为护士的
妻子舍小家为大家，并肩作战。

流调溯源是疫情防控的关

键。副所长庄凯和辅警卢平云等
人组成流调溯源小组，从快速响
应指令到排查、追踪、核查，再到
各种信息研判、处置、反馈，他们
披星戴月与病毒赛跑，用最快速
度查明源头、阻断疫情传播。

在常人眼中，派出所任务重、
压力大、加班多，在人员配置上一
般偏向年轻化。但西坞派出所却
与众不同，“大叔”“大姨”是主力
军，17名民警全员 30岁以上，平
均年龄41岁。其中，50岁以上有
5人。“我 30岁刚出头，在别的派
出所能当个‘大师姐’，在这里还
能算是‘小鲜肉’。”内勤民警蒋碧
波打趣道。

在这场大战大考中，这些老
民警当仁不让。竺浓艳、陈海宝、
孙建宏三人均临近退休，但在警
力最吃紧的时刻毅然站了出来，
三班倒轮流坚守在“三区”一线。

今年 58岁的陈海宝说：“从事公安
工作 36年，这身警服我还没穿够。
只要还在岗位上，就要发光发热。”

与一线连轴转的同事一样，留
守“大本营”的民辅警也日夜坚守着
岗位。疫情发生后，所里抽调了近
一半的警力前往一线，而日常事务
并没有因此减少。对留下来的人来
说，工作量成倍增加。民警孙敦和
连续值班，做好接处警、反诈劝阻
等；民警吴江“两班倒”备战，还及时
处置辖区各类突发状况；老民警袁
华建往返辖区 13个核酸采样点维
持秩序……他们以所为家、团结互
助，为所有人守好后方。

“疫情不退，我们不退。”说起这
两年的点滴，顾东杰感慨万千。他
说，面对疫情，不管是前线还是后
方，都是对所里民辅警的考验。西
坞派出所会慎终如始做好常态化疫
情防控，为全区守住重要关口。

两年如一日守好入奉关口
——区公安分局西坞派出所民辅警的抗疫故事

本报讯（记者 傅新欣）“你
们辛苦了！天气有点热，这些饮
品给你们解解渴。”4月24日下午
2时 30分，在岳林街道宝龙客运
中心的核酸采样点，3名爱心人
士“闪送”饮品，他们迅速放下 5

箱饮品后转身就“跑”。
“我们非常感谢他们。”志愿

者周甩恩感动地说。当天下午，
记者找到了 3名爱心人士，他们
来自我区某食品商行。爱心人士
毛先生说：“疫情期间，防疫一线

的工作人员和志愿者都很辛苦，
作为市民，我希望尽一份绵薄之
力。”

据了解，本次“闪送”，爱心人
士向锦屏街道冠成国际、锦屏街
道响岭路99号、岳林街道全季酒

店、岳林街道宝龙客运中心、大润发
超市奉化店 5个核酸采样点，分别
送去 5箱饮品。饮品包括矿泉水、
冰红茶、绿茶、奶茶、鲜炖银耳百合
罐头等，总价值千余元。

“你们辛苦了！”

暖心市民给核酸采样点送饮品

日前，位于尚田街道许家村的横山原野桑葚种植基地陆续迎来游客。基地负责人告诉记者，第一批桑葚一周前就开始成熟，但是产量
较低，口感也不是很好，目前已是第三批成熟桑果，产量基本可以满足游客采摘需求，口感也较好。

据悉，尚田街道现有桑葚种植面积约1000亩，年产值600万元左右。 记者 王红雨 通讯员 尚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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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晨4点闹钟响，
生怕漏下紧急通知”

本轮疫情发生后，我区划定“三
区”范围。绿叶志愿服务协会的志
愿者们第一时间行动起来，积极协
助所在区域做好核酸检测、信息排
查等工作。

毛师傅经营的快餐店处于岳林
街道防范区，由于附近都是居民区，
防疫任务非常重。毛师傅作为“绿
叶”党员志愿者中的一员，当即决定
关闭快餐店，奔赴疫情防控的“战
场”，协助做好维护秩序、扫码登记
等工作。“疫情防控重于个人得失，
我们有责任有义务在这个时候站出
来，齐心保卫我们的家园。”回首那
段时光，毛师傅坚定地说。

在抗疫期间，绿叶志愿服务协
会志愿者都养成了一个习惯，就是
将手机闹钟设在凌晨 4时，醒来以
后先检查一遍群消息。“有时晚上
11时临时通知，要求明早 4时 30分
到现场协助核酸检测，由于害怕打
扰大家休息，我就只在群里发个信
息，但第二天大家都准时出现，斗志
昂扬。”绿叶志愿服务协会会长毛祖
汉说，天气最热时，一天下来，志愿
者脱下防护服时整个人都已湿透，

但大家脸上永远挂着笑容。

“解封不解防，
志愿工作仍将继续”

4月24日是“三区”解封的第一
天，记者见到何美蓉时，她的嗓子已
经沙哑。

从 4月上旬开始，她每天带领
工作室的志愿者一起拿着喇叭，为
沿途市民讲解防疫政策，提醒市民
保持社交距离，控制聚餐人数等。

“连续 10多天，每天差不多走 10公
里，许多志愿者脚上都起水泡了，但
没有一个人抱怨。”何美蓉说，所有
志愿者心中只有一个信念，就是要
打赢这场战“疫”。如今城区解封
了，大家心里非常激动，觉得做了一
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守望相助，防疫同行。为了战
胜疫情，何美蓉道德模范工作室、城
管义工协会、红十字博爱志愿服务
协会、绿叶志愿服务协会、剡溪志愿
者协会等 10余支志愿服务社会团
队每天轮流分布在各个核酸检测采
样点、社区卡口等，协助做好志愿工
作，用心用情，无怨无悔。解封不解
防，接下来，所有志愿服务社会团队
将继续拧成一股绳，共同守护好我
们的家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