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梁弄：樱桃迎来采
摘旺季

这几天，在余姚梁弄镇让贤
村的姚江源樱桃基地，经常可以
看到果农采摘樱桃的场景。该樱
桃基地占地面积 80 余亩，种植
樱桃 3500 余株，目前正是采摘
旺季。

（余姚梁弄镇）

澥浦：打造社区矫
正2.0版

为破解社区矫正难题，镇海
区蟹浦司法所推出了“学院式”
社区矫正课程，通过课堂教育、
专题报告等形式开展思想教育和
再就业技能培训，打造社区矫正
2.0 版本。上周，55 名社区服刑
人员进行了集中学习，所有开课
内容充分考虑矫正人员的特殊情
况和兴趣爱好，并采用“双证
化”结业模式，即服刑人员在矫
正期满时拿到“解矫证明”和相
关技能证书，使他们更快回归社
会。

（镇海蟹浦街道）

东柳：搭建社区
“朗读圈”

日前，一场以“感恩母亲
节”为主题的朗读活动在鄞州区
东柳街道东海花园社区举行。30
余名居民围坐在一起，分享美文
和感恩故事。东海花园社区有居
民 4052 人，为营造文化氛围，
社区于今年初成立“朗读社团”，
以“呈现生命之美、情感之美、文
学之美”为主题，定期举行诵读活
动。通过朗读经典加强传统教育，
提高青少年文化修养，通过朗读
先进事迹，提醒每位党员时刻保
持共产党员先进性。

（鄞州东海花园社区）

大目湾：养老社区
工程完成过半

象山大目湾亲和源养老社区
项目已完成60%工程量。该项目
占地100亩，有12幢老年公寓共
588套，床位264张。9月，养老
公 寓 和 疗 养 中 心 将 迎 来 首 批
2000余人试住。

（象山大目湾新城）

鸣鹤：敦本堂修缮
工程启动

为更好地保护古宅建筑，慈
溪鸣鹤古镇敦本堂修缮工程近日
启动。敦本堂位于鸣鹤古镇方家
弄，距今 140余年，总占地面积
760 平方米，建筑面积 600 平方
米，是鸣鹤古镇的标志性建筑。
修缮工程将于今年10月底完工。

（慈溪鸣鹤古镇）

主持：王博

2017年5月17日 星期三
责任编辑/陈朝霞 电话/8768523011 NINGBO DAILY美丽家园

本报记者 徐 欣
通讯员 嵇 益 许佳益

“我年纪大了走路不是很方
便，从小区走到社区居委会至少
要 15 分钟，有时真的有点吃不
消。现在，社区来小区设点办理工
会医疗互助，真是太方便了。”近
日，江北文教街道育才社区的高龄
老人吴奶奶对社区提供就近服务表

示感谢。
原来，育才社区网格长翁晓

鸣在走访过程中，了解到每年4月
一些退休人员会去社区居委会办
理 工 会 医 疗 互 助 ， 便 提 议 小 区
设 点 办 理 ， 很 快 ， 社 区 决 定 在
双 东 路 小 区 、 教 师 公 寓 小 区 设
置两个临时办理点,受到居民称
赞。

据悉，文教街道试行“网格

式管理、组团式服务”一年多以
来，将全街道设为 48 个网格，每
个网格涵盖约 300 住户 （含商铺、
辖区单位等），其中企业专属网格
1个。按照“1+1+X”即“网格指
导员+网格长+X”配置原则组建
网格工作团队。每个网格的核心
是网格长，由一位社工担任。该
社工每周3个半天在网格内走巷串
户，向网格内住户亮身份，承诺
全权负责网格内的所有管理和服
务事项。让居民办理相关事项突
破时空限制，减少了居民上门次
数和等待时间。

服务下沉，民心上移。“网格
式管理、组团式服务”促使社工
走出办公大厅，倾听群众呼声，
了 解 群 众 意 愿 ， 为 群 众 排 忧 解
难，不仅悄然改变着社工的工作
方式，也在无形中密切了干群关

系，大大提升了社区管理服务的
精细化程度。现在，居民有了问
题第一时间会想到网格长，“有事
找网格长”的理念日益深入人心。

有问题找网格长，问题有人
管。有居民向北岸琴森社区的网
格长袁鑫反映，清湖路上新开了一
家快递公司，门口人行道上的快递
经常堆积如山，让来往居民无法通
行。袁鑫主动上门与快递公司反复
沟通，最终快递公司对货物摆放作
出详细规定，确保为居民出行预留
通道，帮助居民消除了上班路上的

“拦路虎”。
有困难找网格长，困难有人

帮。范江岸社区的网格长殷华军
在走访中听到有位居民反映，附
近店铺装修要装空调外机，一位
一楼的居民担心家里进小偷，希
望社区与物业一起做店铺老板工

作。经现场查看，空调外机确实
对这位居民家里带来隐患，经多
次沟通、协调后，店铺老板决定
把空调外机移到自己店门口，消
除了居民的心头之患。

诸如此类的事情还有很多，
比如有居民反映柏树花园小区公
共区域石凳太少，网格长上报情
况后，经社区和物业及有关部门
多次沟通协调，最终安装了5条石
凳；有老年人反映家中榨汁机难
以安装，网格长上门帮助安装，
并教会老人如何使用。这些虽然
是微不足道的小事，但是对每一
位网格长来说，居民的小事，就
是他们的大事，通过认真履行职
责 ， 尽 自 己 的 能 力 为 居 民 办 实
事、解难题，让居民体会到了网
格化管理给日常生活所带来的方
便。

本报记者 朱军备
通讯员 史丽娜

海运学院毕业生对翻译
产生了兴趣

出生于1956年、今年刚刚退休
的舒云亮先生曾经“上山下乡”四
年，在奉化务农。1977年，他考上了
上海海运学院国际航运系，学校非
常重视这个专业的英语教育，使他
打下了扎实的英语基础。毕业后，
他分配到宁波港务局，担任英语翻
译，坐过机关，干过远洋船员。后
来，他又分别到外资和民营企业担
任职业经理人。

舒云亮一有空闲便大量阅读
英文原著。时间久了，一个念头出现
在脑际：为什么不把外国的好书翻
译成中文，分享给更多的国人呢？

1991年，舒云亮在荷兰鹿特丹

培期间，一位“老外”送给他一本英
国作家福赛斯的小说。看完小说，
舒云亮被其中精彩的内容深深吸
引，发现此书没有中文版，他便下
定决心翻译此书，想将它推荐给更
多的中国读者。

1997年，舒云亮花了半年时间
完成了该书的翻译初稿。因为当时
没有电脑，舒云亮便手写完成。一
连用完两瓶墨水，30万字的译作书
稿足足有半尺厚。译稿要变成正式
出版物，对于一个新手来讲，很不
容易。寄给一家出版社，编辑回复：

“不感兴趣”。几经周折后，2000年，
这本名为《谈判高手》的译著正式
由珠海出版社出版，舒云亮开始走
上了翻译之路。

从 1997 年至今，舒云亮 20 年
翻译了 19 本书，近 600 万字，出版
了 13 本,其中包括福赛斯的 7 部小
说。由他翻译的以色列前总理果尔

达·梅厄夫人的自传《我的一生》被
《解放日报》和中央电视台推荐为
值得一读的好书。同时他也成为作
家出版社引进版图书翻译的战略
合作伙伴。

翻译长篇的困难难以相像

翻译一部英文长篇小说，是一
次超强度的脑力劳动，除了要有深
厚的英语和文学功底，更需要有肯
钻研、肯吃苦的精神。

每天下班回到家，吃完饭，舒
云亮嘴巴一抹，就坐在书桌前，进入
自己的翻译世界。一呆便到深夜12
点。夏天屋内热，开着吊扇；冬天，手
脚冰冷。坐板凳的滋味只有经历过
才清楚。在上世纪90年代没有电脑
时，舒云亮的译稿全部手写完成。舒
云亮笑称，这就是在“爬格子”。

英汉词典、英英词典……工具
书堆满了他的书桌。遇到不懂的生

词，便查阅字典翻译。每翻译一本
书，书中总是注满了密密麻麻的解
释。有时，遇到工具书也不能解决
的难题，舒云亮便会记在本子里，
向身边的朋友请教，平时自己也会
反复琢磨。有一次，舒云亮在北京
机场遇到澳大利亚的“老外”，突然
想起有一个英语短语还未解决，他
便主动上前请教。

“翻译外国作品，最大的困难
在于文化差异。”舒云亮说，如翻译

《我的一生》，书中主人公、以色列
前总理果尔达·梅厄夫人活到 80
岁，时间跨度大，风云人物粉墨登

场，译起来困难很大。为此，舒云亮
详细列出人物表。

舒云亮的翻译可分三类，一是
惊悚小说，如《谈判高手》；二是传记，
如《我的一生》；三是时事政治类，如

《论历史》《加勒比海盗》等。
翻译的过程是艰辛和痛苦的，

但看到自己翻译的书籍一本本出
版，舒云亮收获满满的成就感。

最近，舒云亮翻译的福赛斯长
篇惊悚小说《黑色宣言》中文版刚
刚出版，刚译完《绵延的血脉——
华夏古代吴国和暹罗（泰国）吴国
的故事》。

本报记者 陈朝霞
海曙记者站 张黎升 毛一波

打造“四合院”式养老院

推门进入是一个450平方米的
大空间，周边是11个两人间的房间
和棋牌室、书吧、康复室、卫生间等
公共设施，中间是占据了一半多空
间的宽敞大厅。老人有的在聊天，
有的在吃饭，有的在看电视、看书，
有的在下棋，各得其所。

这是上周五下午记者在海曙
区民政局下属的省百家知名养老
机构广安养怡院看到的场景。“这
是按照四合院理念设计的。”刚荣
获省五一劳动奖章的养怡院院长
刘建丽对记者说，从去年开始，养
怡院对内部环境进行提升，将原来
像宿舍楼一样的房间，改造成了现
在的四合院格局。“这样一来，老人
既有自己的私密空间，又有一起沟
通交流的公共空间，其乐融融。”

记者了解到，广安养怡院居住
着 450位平均年龄 85岁的老人，配
有 122 名管理员和护理员，其中包
括23名医生、护士、药剂师、康复治
疗师。“每位护理员都持有国家劳
动部门颁发的各级养老护理员证

书，每周四中午我们会对护理员轮
流进行职业道德、技能操作、人文
素养和风险操控等培训，确保提供
专业服务。”刘建丽介绍，作为宁波
市养老护理培训基地，广安养怡院
致力于打造医疗、养护一体化的完
整养老服务体系。

今年 83 岁的冯奶奶从医生岗
位退休后一直独居，近日她从望春
街道的家里开开心心地搬进了广
安养怡院。“以前接受养怡院的送
餐服务，非常喜欢菜的营养搭配和
口味。”冯奶奶说，来到养怡院后，
每个人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点餐，
将自己想吃的菜单交给护理员公
布，大家讨论后并经过营养师过
目，就定出菜单，而且院里还专门
为牙口不好的老人配了搅拌机。

“想吃什么可以自己说了算，服务
太周到贴心了。”冯奶奶赞道。

构建智慧养老平台

除了养老院，海曙区还构建了
一个枢纽型的养老服务平台——
广安智慧养老服务中心。去年 6 月
底，中心在海曙区周江岸路“公益
一条街”上亮相。

记者在服务中心看到，这里是
一个温馨的居家空间，除了布置有

适合老人的家具外，还展示着各种
智能养老产品：适合失智老人佩戴
的“防走失腕表”，适合坐轮椅等行
动不便老人使用的“升降式橱柜、
洗头架”，实时监控老人睡眠质量
和分析预警可能性疾病的“床脚垫
式睡眠感应器”，能提供双向通话
和夜视功能的“和慧眼”视频监控
系统……“这是全市唯一的专门提
供国内先进、实用的科技养老产品
的展示体验平台，同时也能为老年
人或者家属提供即时的信息采集、
数据分析服务。”刘建丽介绍。

广安智慧养老服务中心还构
建了强大的信息数据库。目前，中
心已导入海曙区7万多老年人的身
体状况、近亲属、包片社工、结对人
员等基础数据，并注册有56个区、街
道、社区三级居家养老机构，525个
为老服务公益组织以及8家社会服
务企业，对接老人实际需求，提供生
活照料、精神慰藉、康复护理、文化娱
乐、教育培训、法律维权等多样化服
务。“我们致力于提供智能化、科技化
养老服务，填补政府公共服务以外

的空白。”刘建丽表示，中心试营业
近一年来，平均每个月提供30人次
的各类上门服务。

拓展专业居家照料服务

55 岁的马爱卿是广安养怡院
有 10 多年工作经验的高级养老护
理员，上周五，她来到南门街道马
园社区柳汀新村，为今年 82 岁、腿
脚不便的穆奶奶提供洗头、理发和
洗澡服务。“这是小马第三次上门
了，她的服务交关专业，老舒心。”
穆奶奶竖起了大拇指。

马爱卿的服务是广安养怡院
整合资源向外拓展服务的一个案
例。“我们一直在为南门、鼓楼、段
塘、白云等街道的独居、困难、残疾
老人提供一年 365 天送餐服务，现
在每天需送出60多份饭菜，菜为一
荤两素，定价 8 元。”刘建丽告诉记
者，在此基础上，养怡院还提供无
偿或低价的居家生活照料服务。

对此，南门街道居家养老服务
中心主任范迅深有感触。“社区有
各类志愿团队，可以上门为老人提

供聊天陪护、量血压、打扫卫生等
服务，但是康复理疗和理发等专业
服务还是需要专业人员来完成。”
范迅说，养怡院提供的专业居家照
料等服务正好弥补了这一空白。

上个月初，一个面向独居、
家庭困难等老人提供的“倾听热
线”在广安智慧养老服务中心开
通。“我们招聘了有公益团队带头
人经验的6名志愿者担任热线接听
员，目前与 11 位老人保持每周两
次沟通，缓解其精神压力和抑郁
情绪，收到了良好效果。”刘建丽
透露，今年 79 岁的单身独居退休
教师刘爷爷 10 多年前出车祸后，
行动不便离群索居，在接听多次
热 线 后 ， 渐 渐 开 朗 起 来 ， 直 言

“倾听热线”成为他精神生活的好
帮手。

据透露，一款能通过语音和
按键接受信息、对接海曙全区各
类养老资源的“智慧养老”APP
正在研发之中，并将率先在西门
街道试点。届时，老人能更便捷
地得到个性化服务。

提升环境硬件提升环境硬件 拓展专业服务拓展专业服务

海曙为社会养老插上海曙为社会养老插上““智慧智慧””翅膀翅膀
随着老年化社会的来临，高龄老人、空巢老人和独居老人日

益增多，社会养老成为越来越多老年人的迫切需求。如何建设高
质量的社会养老体系，这也成为一个越来越受到关注的社会问
题。

海曙区在完善社会养老硬件设施的同时，加强队伍、服务等软
件建设，并整合资源将专业服务拓展到辖区有需求的老年居民，为
社会养老插上“智慧”翅膀，受到越来越多老年人的欢迎。

老人在环境舒适的广安养怡院内休息聊天。（陈朝霞 摄）

江北文教：
“有事找网格长”深入人心

育才社区网格长上门办理工会医疗互助手续。（徐欣 翁晓鸣 摄）

20年完成19部英文译著，近600万字

“草根翻译草根翻译家家”舒云亮的书卷人生人生
《谈判高手》《我的一生》《论历史》《加勒比海盗》《谍海生涯》《上帝的拳头》《最精妙

的骗局》……在鄞州区中河街道东湖花园，一位居民翻译了19部英文著作。10日下午，
笔者采访了这位草根翻译家舒云亮。

舒云亮和他的翻译作品。 （朱军备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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