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绿树成荫、卫生整洁、车辆停
放井然有序，LED上垃圾分类宣传
标语闪烁不停，这是一幅海曙中信
白云小区居民祥和幸福的现实生活
景象图。但若干年前，这是不可想
象的，这一切的改变，源于社区引
进丽园佳城物业，创新推出“社
区 +业 委 会 +物 业 公 司 ” 管 理 模
式，变“三张皮”为“一盘棋”，
有效攻关老小区管理难题。

物业管理难，老小区的物业管
理更难。难在哪里？一是小区基础
设施老旧，维护改造成本高；二是
物业服务费低，陷入入不敷出的窘
境。

海曙中信白云小区拥有 968 户
住户，建筑面积约 6.3 万平方米，
分南北区，是 1998 年宁波市最早
一批货币分房的小区之一，其物业
管理费每个月0.2元/平方米，20年

来从未涨过一分钱，物业管理费显
然探底宁波有物业服务公司管理的
小区。

引进超引进超值物业服务值物业服务
一改愁一改愁容笑逐颜开容笑逐颜开

“对于没有物业的日子，我们
业主只能用失望来形容。”做了三
届中信白云小区业委会主任的吴颖
芳说，在丽园佳城物业进驻以前，
曾先后有两个物业服务管理过小
区，期间还经历了 7个月的物业管
理空窗期，有要求业主自治的、有
提出引进新的物业公司的……各种
呼声不绝。原物业感到本身物业费
低，资金得不到补给，入不敷出，
很多方面根本施展不开，且无利可
图；他们尝试过业主自治，由于人
手不够、专业不强，卫生保洁与安

全这块做得不好，结果小区环境与
居住品质大打折扣，饱受无专业物
业管理之苦。

通过社区、业委会的一系列协
调工作，煎熬与阵痛在 2013 年画
上了句号，最终有了统一意见：引
进宁波海曙丽园佳城物业服务有限
公司。之前，业委会还特意到丽园
佳城物业的镇海项目取经考察，看
到其科学化管理、精细化服务，深
感折服。

成立于 2010 年的宁波海曙丽
园佳城物业服务有限公司，拥有物
业管理二级资质。套用吴颖芳的
话，丽园佳城物业虽然年轻，但起
点高，目前在中信白云小区配备了
13个保安、清洁工两三个，机构设
置完备。她也再三表示，对于一个
20 年的老小区，物业费还停留在
1998 年 0.2 元/平方米/月的水平，
有这样的物业能进来，让业主们一
扫愁绪。

社区一直把居民对美好生活的
向往作为奋斗目标，通过社区、业委
会和佳城物业的共同努力，形成多
方合力，在环境整治方面补足老小
区的短板，在垃圾分类、道路拥堵、
绿化提升等“关键小事”上，让居民
的获得感、幸福感持续增强。

志愿者担志愿者担当当““主力军主力军””
让垃圾分让垃圾分类成为习惯类成为习惯

居民孙女士和往常一样，提着
两个塑料袋下楼，一袋是餐厨垃
圾，一袋是日常垃圾。孙女士说，
自从小区推行垃圾分类以来，她每
天会整理一袋餐厨垃圾送下楼，现
在已经成了习惯。

在中信白云小区，承担着垃圾
分类重要使命的绿、红、蓝、黑四
色垃圾桶摆放整齐。住在这里的人
们，能自觉将垃圾初次分类后投入
相应垃圾桶，垃圾分类已成为居民
生活的一部分。

85后居民顾先生说，他现在会
把厨余垃圾和包装用的硬板纸盒投
放到不同垃圾桶中，也要求女朋友
跟他一起做。垃圾分类已成为他们

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这也多亏了社
区里一些志愿者的倡导和示范。

小区内的垃圾桶陆续发生了变
化。一是数量增多了，二是垃圾桶
的造型种类也变化了。垃圾桶的这
些变化，正是我市推进生活垃圾分
类的一个缩影。而中信白云小区招
募的 17 名志愿者，身着绿色工作
服，成了小区里的一道风景线。他
们的主要任务就是帮助居民把垃圾
正确分类投放，并把相关数据上
报，从而给决策部门提供依据。

汪章伟就是志愿者中的一员。
他说：“我们志愿者定点定位，南
北区两个点位，17 个人轮流值班，
早上 7 00-8 30，晚上 6 30-
800 指导居民垃圾分类，为小区
的环境整治贡献自己的力量。”

宁波海曙丽园佳城物业服务有
限公司总经理章陈良介绍，今年 7
月份，中信白云小区就有了这么一
批先行志愿者。这批志愿者队伍由
小区居民自发组成，他们向居民宣
传倡导垃圾分类知识，并为每家每
户发放垃圾分类积分卡。

“丽园佳城物业公司对垃圾分
类高度重视。”汪章伟说，除了相
关部门加大对垃圾分类的日常监管
力度，他们规范收运操作，建立行
之有效的垃圾分类、回收、处置等环
节的奖励与约束制度，调动保洁、志
愿者、业主等参与垃圾分类工作的
积极性，确保垃圾分类常态化。

“ 其 实 ， 早 在 2013 年 7 月 1
日，中信白云小区已先行推广生活
垃圾分类工作，可以说是全宁波最
早实施垃圾分类的老小区之一。”
同时兼任白云社区垃圾分类总督导
的吴颖芳说，今年 7月，小区又率
先推行垃圾分类“绿色银行”，规
定垃圾分类投放经小区点位督导员
核查正确的，由现场督导员盖一个
章，盖章一次记为 1 个积分，7 个
积分起兑，积分可累计，按积分分
值不同，每月底兑换相应的纪念
品，形成良性的激励机制。

另外，7月 12日以来，海曙区
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党总支下辖的
4 个支部分别同白云庄社区 4 个住

宅小区结对，中信白云小区就是其
中之一，他们开展环境卫生整治志
愿者行动，督促并协助社区打扫卫
生、清除垃圾，开展垃圾分类宣传
等活动，进一步提高了社区居民的
卫生意识，自觉养成垃圾分类投放
习惯，也有力地促进了社区环境卫
生治理和垃圾分类工作顺利推进。

情怀驱动深耕老小区情怀驱动深耕老小区
物业管理迈向高质量物业管理迈向高质量

如今，在社区、业委会与物业
联合协作下，中信白云小区“1+
1+1+N”的效果已开始显现。章陈
良说，一方面利用业委会干部人头
熟、群众威望高的特点，在保安、保
洁、保绿、秩序管理、邻里纠纷处理
等小区日常管理方面发挥积极作
用，重点解决“人”的问题；另一方面
利用物业公司在线路管网、水电、安
保、保洁、绿化保护等方面的专业优
势，重点解决“事”的问题。

自从 2013 年接手以来，丽园
佳城物业的质量和效率显著提高，
小区面貌焕然一新，居民满意度也
大大提高。该公司还被评为宁波市
海曙区和谐企业创建先进单位。不
过，让吴颖芳担忧的事时刻萦绕在
她的心里，明年7月31日与丽园佳
城物业合同到期，小区物业管理将
何去何从？

章陈良给出了明确答复：他表
示愿意继续承接小区的物业服务，

延续前期优良的作风和传统，不断
创新和超越，让更多的业主享受到
精细化、标准化、个性化的物业服
务。

为何不赚钱还守着老小区？从
丽水大山里走出来的章陈良，1997
年退伍后就开始创业，户籍、党组织
关系都落户在海曙白云街道，中信
白云小区是他在老三区服务的第一
个小区，其公司属于海曙区白云街
道企业，隶属白云街道党支部第四
支部，章陈良还担任第四支部书记。

“无论是从个人情怀上，还是
在发挥党员带头作用上，我义不容
辞反哺我所在的街道区域，努力使
服务的每一个物业项目成为业主喜
爱的幸福家园，倾力为业主奉上高
品质的社区生活，共建和谐美好的
文明城市，展现丽园佳城的品牌与
形象。”章陈良说，除了中信白云这
样的老小区，公司在管的项目有镇
海景城花苑、金邑水岸、华丰花园孝
思房小区、华丰星城小区、骆兴家园
一期、二期、三期、迎风晓月绿苑、古
塘丽景、临江星苑，象山锦湖名苑、
水木华庭，宁波龙柏花园、丰集苑、
中国银河证券公司等各类型物业项
目，物业服务总建筑面积 300 多万
平方米，员工超过520人。

吃下定心丸的吴颖芳，对小区
美好的未来充满希望。随着小区雨
污分流改造工程、车位划分等项目
正积极努力推进中，期待小区更美
好。 （韩 郁）

多方合力 超值服务 情怀驱动

丽园佳城攻关老小区物业管理难题

志愿者在开展垃圾分类宣传等活动志愿者在开展垃圾分类宣传等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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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NINGBO DAILY民生/特别报道
2018年8月9日 星期四
责任编辑/李国民
责任编辑/韩 郁

小区环境整治中小区环境整治中

本报讯 （记者陈敏 实习生
史思琪 通讯员阮晓薇）“快，下
应 北 路 泗 港 小 区 一 名 老 人 不 行
了！”昨日上午 9 时 15 分，鄞州区
急救站，医生毕鹏勇急急冲上急救
车。

入伏以来，宁波高温不下，中
暑、车祸、醉酒等病例不断，急救
中心医疗救护车频频出车，在市急

救中心的各个站点，急救医生们随
时待命，在高温下与时间赛跑。

昨天早上8时30分，当记者来
到鄞州区急救站时，毕鹏勇已经早
早地守在工作岗位上了。毕医生在
急救站已经坚守了整整五年，平均
每天十几趟的外出急救任务在他眼
中已经习以为常。记者注意到，每
位医生的办公桌上都备有几包方便
面，毕医生说，急救任务很难预
料，有时刚出完一个急救任务，下
一个任务就已经来临，急救人员吃
不上饭是常事，很多时候抽空吃几
口方便面，聊以果腹。

9时10分，办公桌上的电话骤

然响起。“下应北路泗港小区有老
年人不行了！”毕医生一边解释，一
边迅速跑向急救车。室外骄阳似火，
急救车飞速地奔跑着。七八分钟后，
车子到达下应北路泗港小区。

“患者在哪里？哪里不舒服？”车
子刚停稳，毕医生一个箭步跨下车。
驾驶员、担架员抬着担架紧紧跟上。

此时，93 岁的患者在家属陪
伴下正躺在床上，意识清醒，说话
有些含糊不清。旁边一名家属介
绍，患者长期卧床，腰部疼痛明
显。毕医生急忙为伤员检查，腰部
有压疮，对症处理后，将患者用担
架抬上车……车子再次启动，飞速

开往医院。车上，毕医生仔细查看
病人的情况，时时注意监护仪上病
人的血压与心率变动，一边根据数
据与观察结果进行诊断分析，一边
快速填写好病情交接单，以方便到
达医院之后与对接的护士进行交
接。10 分钟后，病人被送至华信
医院，毕医生长长地舒了口气。

车子回到急救站，毕医生又接
到一电话，贸城西路宠物店门口一病
人腹痛腹泻严重，需紧急转院至鄞州
二院……很快，毕医生又接到一起被
电锯割伤左手指的急救任务。

随着高温天的到来，120 急救
任务也越来越多。前天上午 8时到
昨天上午 8时，仅鄞州区急救站就
出车 67趟，而此前最多的一天达到
77趟。宁波市急救中心统计数字显
示，最近，120急救车出车次数越来
越多，从出车情况看，车祸病人居
多，占了三分之一，而因为夜宵模
式，醉酒病人也在增加。

天热，120 更热

本报讯（记者王晓峰 通讯员
沙艳） 8 月 7 日晚上 6 时，鄞州塘
溪派出所接到热心群众报警，称当
地邹溪大桥旁有一名小男孩迷路
了。民警赶到现场时，小男孩正嚎
啕大哭。由于无法从孩子口中得知
其父母及家庭住址，民警只好将他
带回所里。

为了安抚小男孩的情绪，民警
们可是使出了十八般“武艺”。最
终还是教导员给力，找来一条萌萌
的小狗转移了孩子的注意力。“我
们在他走失地点附近寻找，很快他
妈妈就闻讯赶来，带走了孩子。”
民警说，他们了解到，当时孩子妈
妈正在家中烧菜，孩子自个在路上
玩，结果走丢了……

这事刚结束，又有新警情来
了，这次走失的是一名 4 岁小女
孩。民警立即赶到亚大幼儿园附

近，找到了热心市民所说的那名
小女孩。民警获悉，孩子出门找
妈妈来到了这边，于是决定载着
她寻找回家的路。当警车行驶至
当地涨池岙时，小女孩认出了回
家路，顺利与父母团聚。“孩子爸
妈也在村里发疯地找呢，没想到
小家伙自己走得这么远，有两三公
里吧。”民警说。

据了解，最近一段时间，孩子
走失的案件不少。

“孩子走失，除了家长监管不力
外，还与一些客观因素有关。”民警
说，报警的有一些共同点：大多数
走失的孩子是外来务工人员子女，
与父母忙于工作、疏于监管有很
大的关系；走失的孩子中五六岁
的居多，因为这个年龄段的孩子
会走路，却没有独自回家的能力；
孩子走失的时间基本集中在下午
和傍晚时段，地点多在广场、公园、
小区周边等人群集聚的地方。

孩子走失，令家长以及社会各
界揪心不已。因此，家长一定要加强
对孩子的监管，牵牢那只小手。

鄞州连发两起
孩童迷路走失案
家长请牵牢那只小手

本报讯（记者陈朝霞 通讯
员张立 叶宁） 记者前天从海曙
区道路运输管理所获悉，海曙从
7 月初开展暑运专项整治以来，
一 个 月 共 查 处 了 “ 黑 车 ” 11
辆、违规“网约车”36辆。

8 月 2 日，执法人员查到了
两辆非法营运的“网约车”，均
依法实施暂扣。当天上午9时30
分，海曙运管所南站区域中队执
法人员在火车南广场巡查中，发
现一辆白色面包车有违章嫌疑。
面对执法人员的检查，驾驶员坚
称自己是“网约车”。执法人员
询问乘客后获悉，驾驶员在南站
广场区域，通过滴滴平台承接了
前往舟山的单子，接到乘客后，
驾驶员让乘客取消订单，并承诺
乘客以低于平台预估价收取运
费，紧接着又通过平台承接了相
同的前往舟山方向的另一单，再
次通过同一种手段取消了订单。

“我们还发现，乘客手机上显示
的车辆与实际车辆不符，这说明
驾驶员及所驾车辆并非是合法合

规的网约车。”执法人员还发
现，该驾驶员无法出示合法网约
车的营运证和从业资格证。

几乎是同时，海曙运管所执
法人员在宁波栎社国际机场二楼
出发平台查获一辆黑色尼桑轿
车。“该驾驶员虽然注册了滴滴
软件，但并未取得网约车的资格
证和营运证，仍属于‘黑车’。”
执法人员介绍，搭乘该“黑车”
的女乘客从嘉兴西塘上车，原本
是通过滴滴软件叫的车，但是驾
驶员接单后又取消了订单，并与
乘客谈妥价格 300元送至栎社机
场。

海曙区交通运输局相关负责
人表示，“黑车”变相从事网约
车经营可能会存在拒载、议价、
途中甩客或者故意绕道行驶等违
法违规行为。希望广大市民在出
行时，注意辨别网约车正规与
否，从安全角度出发，选择乘坐
正规出租车或者具有正规营运资
质的合法车辆出行，确保人身财
产安全。

海曙查获
违规“网约车”36辆
接单后又让你取消订单的要警惕

本报讯 （记者陈朝霞 通讯
员王超 张烨）“8 月开始，每人
每月能享受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局提供的 1200元补助，平均每
天有 40元，一年算下来，家里可
减轻不少经济压力。”昨天，在宁
波首家社区嵌入式养老机构海曙
区鼓楼街道随园智汇坊，享受

“长护险”的 82 岁忻奶奶开心地
表示。

和 忻 奶 奶 同 时 获 得 “ 长 护
险”的还有81岁的陈奶奶和56岁
的老杨共三人。他们是宁波被确
定为全国 15个“长护险”试点城
市之一以来，全市首批在街道级
综合养老服务中心的受助者。

“长护险”是“长期护理保
险”的简称，是以社会互助共济
方式筹集资金，为长期失能人员

的基本生活照料和与基本生活密
切相关的医疗护理提供资金或服
务保障的社会保险制度。

据介绍，为积极应对人口老
龄化背景下长期失能人员的护理
保障问题，国家“十三五”规划
纲要提出“探索建立长期护理保
险制度，开展长期护理保险试
点”。2016年6月，宁波被人社部
确定为全国 15 个试点城市之一。
目前“长护险”已在全市 20余个
医疗机构、养老机构试点。

“长护险”的申请条件需满足
在相关机构接受 180 天以上的照
护期，且参与职工医保的长期失
能人员，只要通过了市医保办日
常生活能力、社交能力、精神能
力等方面评估，次月起就可享受

“长护险”待遇。

每天享受补助40元

“长护险”首次落户
街道级养老中心

本报讯 （通讯员冯茜 孙佳
韵 记者陈章升） 俗话说，远亲
不如近邻。前晚，发生于慈溪市
周巷镇花墙门村的十余名街坊邻
舍合力救助一位昏厥老人的事，
再次印证了这句老话。

8 月 7 日晚上，慈溪市第三人
民医院心内科护士长汪蕾和女儿
在婆婆家吃完饭后正准备回家，不
料一出门就听到附近一家商场传来
呼喊声，“快救人啊，有人昏倒了！”

夜色昏暗，汪蕾和女儿循声小
跑过去，只见现场已经围拢十多名
热心村民。“原来是一位六七十岁
的老人昏厥。当时，我看到村民吴
仁乔和沈登仁已扶着老人坐在路
边椅子上。张连英阿姨和吴娟仙阿
姨都是六七十岁的老人了，也在帮
忙寻找老人的家属。”汪蕾说。

她俯下身观察，轻拍老人肩
膀。见老人没什么反应，但大汗
淋漓、脸色发白、嘴唇发紫，嘴
巴还不时抽搐，汪蕾又触摸老人
的颈动脉，幸好脉搏有明显搏
动，无须心肺复苏。她判断，老
人可能是突发癫痫，随即给他掐
人中。“你们谁去找个毛巾来，得
防止他嘴巴抽搐咬伤自己……”

一听汪蕾这样说，马上有人
去找毛巾，有人替老人擦汗扇
风，有人打 120，还有人认出了
这位老人是陈大爷。经过初步抢
救，老人渐渐恢复意识。几分钟
后，老人的老伴和儿子赶到，很
快救护车也来了。十余名街坊邻
舍将老人送上车，这才放心离去。

昨天早上，老人经过救治后
无恙，已经出院。

老人突然昏倒
十余名街坊合力救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