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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陈朝霞 通讯员
王超 张烨）“邵师傅，粥到嘞！”
昨天上午 8点，海曙区鼓楼街道文
昌社区“百岁粥坊”负责人周惠英
准时来到邻居邵敬诚老人家，将刚
刚熬煮好的白粥和精心制作的佐粥
小菜递到老人手上。“你可真准
时，每天早上来送粥。”邵敬诚捧
过保温桶，感到手心暖暖的。

2015 年 6 月，文昌社区 25 位
平均年龄 66 岁的居民志愿者，与

社区热心居民一起，众筹 9 万余
元 ， 开 起 了 “ 百 岁 粥 坊 ”。 3 年
来，他们每周一至周五为社区 70
岁以上老年人免费提供粥和小菜，
每年服务老人超过 1.2 万人次，成
为居民心目中的“暖心粥坊”。

邵敬诚 2016 年起在“百岁粥
坊”喝粥，开始他自己步行前往粥
坊，后来志愿者了解到老人已 93
岁并且行动不便，于是主动提出要
为老人送粥上门。“我跟志愿者说
了很多次，我可以自己上门喝粥，
不用麻烦他们，但是他们一定要送
上门，而且风雨无阻特别准时。”
邵敬诚说，有一年台风天，文昌
街、永寿街、尚书巷等多条居民区
道路被淹，没想到“百岁粥坊”的

志愿者依然按时上门给被困家中的
老人送去热粥，周惠英和志愿者们
的坚持让他十分感动，心里暖暖
的。

志愿者分好片区，就近上门，
不光送粥，还兼顾看望老人，陪他
们聊家常。“大家住在同一个社区
都是邻居，送的是粥，也是人情
味。”周惠英说，粥坊像一个大家
庭，志愿者、捐献米面的爱心人士
和每一位喝粥的老人共同营造了邻
里情。

“粥坊每月采购食材就要 1000
多元，亏得有热心居民的捐款支
持。”负责记账的志愿者顾婷芬
说，大家在这里喝粥的同时，也用
行动维护着粥坊的运行。香榭丽舍

小区居民沈秀凤每月定期向粥坊捐
款 1500 元，还有很多热心市民、
企业为粥坊捐款捐物。

一碗热粥，一个邻里温暖故
事 。 今 年 78 岁 的 社 区 “ 银 发 记
者”陈祥整整花了一个月，将“百
岁粥坊”里的一个个邻里互助瞬间
写成 5000 余字的手稿，并通过朋
友圈、“百岁讲堂”传播粥坊邻里
故事，赢得居民们点赞。“‘百岁
粥坊’凝聚着社区和谐共处的氛
围。现在，温暖的邻里故事还在
继续。”陈祥说，写作和演讲“百
岁粥坊”里的邻里故事，让他真
实感受到了社区的温暖，他会将
这“一碗粥”带给他的温暖传递
给邻里。

海曙有家暖心的“百岁粥坊”
3年风雨无阻为70岁以上老人免费提供粥和小菜

本报讯（记者沈孙晖 通讯员
胡黛虹 李露茜） 在网上“导师”
指导下，象山的张女士一头扎进

“炒恒指”中。此后，她陷入一个
怪圈：一天赚一天亏，且亏的永远
比赚的多。直至 90 多万元化为泡
影，张女士才如梦初醒。昨天上
午，象山警方向记者通报了案情。

据介绍，今年 4月初，张女士

在同城网上卖自己的房子，不料被
“有心人”盯上。有人以看房为名
加了张女士的微信，并把她拉进一
个交流群。群里经常有“导师”发
布股票信息，很多人说盈利非常可
观。张女士渐渐动心了，加“导
师”QQ 后，在对方指导下开户

“炒恒指”。
存 入 1.5 万 美 元 后 ， 张 女 士

“旗开得胜”，第一天赚了 1.6 万美
元，谁知第二天又亏损 2.9 万多美
元。她吓得赶紧退群，但过了 10
多天，“导师”又把她重新拉回微
信群，让其继续“搏一搏”。

第一天赚第二天亏，同样的
“剧情”反复上演，张女士最后累
计亏了 90多万元人民币。“我发现
买 得 少 时 就 会 赚 ， 一 买 多 就 大

亏。”她感觉不对，赶紧报案。
丹西派出所民警经过调查，在

广东河源市抓获了以徐某为首的 4
名犯罪嫌疑人。据交代，他们拉人
进群后，通过小号宣传炒恒指赚
钱、晒模拟盘盈利单等形式，诱骗
张女士通过某平台充钱。其实，所
谓的炒恒指只是嫌疑人虚拟的交
易，“盈利”也只是账面数字，目
的是让张女士尝点“甜头”后越陷
越深，投入大笔资金。

目前，4 人已被刑事拘留。警
方提醒市民投资理财需谨慎，不要
轻信所谓的网络投资和高回报理
财，遇到钱财去向不明时要立即报
警，并协助警方进行全面调查。

轻信“导师”指导

象山一女子“炒股”被骗90万元

本报讯（记者蒋炜宁 通讯员
王涛 郑时玲） 江北区 35 所中小
学 72 名教师近日参加了急救方面
的 培 训 ， 首 批 57 名 教 师 考 试 合
格，获得由宁波市红十字会颁发的

《红十字救护员证》。
“意外随时可能发生，医务人

员短时间内不能到达现场，怎么急
救？”“知道拨打急救电话要交待清
楚哪些要素吗？”“常听到的人工呼
吸其实是心肺复苏 （CPR） 的最
后一步，那么前两步是什么呢？”
培训课上，由江北区红十字会精心
挑选的优秀救护导师，为教师们详
细讲解救护新概念、徒手心肺复苏
术(CPR)、四项急救基本技能 （止

血、包扎、骨折固定及搬运）、常
见急症、意外伤害、灾害事故逃生
避险等急救知识，并采用模拟人道
具和教具，深入浅出地给老师讲解
和示范，指导老师们一一进行心肺
复苏术、骨折固定法、创伤止血及
包扎法等应急处理的技术操作，同
时纠正以往大家错误的认知，避免
操作不当引起“再损伤”。经过培
训，第一轮参加考核的 57 名教师
全部合格，获得由宁波市红十字会
颁发的《红十字救护员证》。

参加培训的洪塘中学李佳庆老
师说：“希望能将这次学到的知识
传播到校园中，撑起学生安全、健
康的保护伞。”

据悉，本次培训由该区红十字
会与区教育局联合举办。72 名参
加培训的教师主要是来自全区中小
学的副校长、校医、卫生保健老
师、体育老师、班主任等。

江北：校长和老师一起学急救

本报讯（记者王岚 通讯员王
佩佩 冯旭曙） 昨天下午，城管

“环给您”失物认领联动平台正式
上线。该平台由我市城管环卫部门
联合市文明办、市公安局、人民银
行宁波市中心支行共同建立，目的
是使环卫工人作业时捡拾到的物件
有一个统一认领平台，方便市民认
领。据悉，这是我市将环卫行业职
业优势转化为社会价值回馈给市民
的一项探索。

其实早在 2015年 4月 1日，城

管部门即在中心城区推广建起了
“环给您”平台，至今已收集包括
身份证、结婚证、驾驶证、银行
卡、车牌、皮包等在内的物品 300
多件。但因平台关注度有限，且环
卫部门无法主动获取失主信息，通
过 该 平 台 领 走 的 物 品 只 有 50 多
件，整体效果不佳。此次新建立的

“环给您”平台，重点是联动市公
安局、人民银行宁波市中心支行，
可通过身份证、车牌、银行卡等失
物打通信息瓶颈，在较短时间内与

失主取得联系并归还失物。
从事环卫工作 17 年的海曙区

环卫工人于卫东告诉记者，他和同
事们在保洁中，经常在绿化带、垃
圾桶、公交车站等处捡到失物，也
有不少是运输途中掉落下来的物
件。“令我印象最深的是今年 7 月
19 日，环卫工人桑丫头打扫环城
西路南段安泰街口时，捡到了一只
男士提包，里面有身份证、银行
卡、1.7 万多元现金和一部手机。”
于卫东说，想到失主一定很着急，

桑丫头放下手头工作马上通过手机
想方设法联系失主，好在很快找到
了失主，并第一时间取回了物品。
但这样做既耗费时间，也影响工
作。如今有了统一失物认领联动平
台，大家捡拾到的物品能够在短时
间内返还到失主手上。

市民如何通过环卫部门寻找遗
失物呢？据悉，我市已设以下几个
失物信息发布窗口：“甬派”APP、

“甬城管家”APP 及微信公众号、
“宁波市容环卫”微信公众号。

你的遗失物可能被环卫工捡到了

城管“环给您”失物认领平台上线

现场考核

宁波市高塘小学参加 STEAM
课程的 36 名学生近日开展了“厨
余堆肥DIY”行动，孩子们在老师
指导下将学校午餐厨余的果皮、菜
叶剪成小块放入堆肥桶，撒上菌糠
搅拌发酵，一个月后将转化为机质
堆肥，并用于校内的“分享收获农
场”。

该校作为一所全国绿色学校、
宁波市垃圾分类示范单位，在深入
开展垃圾分类的同时不断开拓创
新，开辟课堂与实践相结合的堆肥
区，把“垃圾分类与处理”STEAM
课程纳入学校拓展课程，让孩子们
了解厨余垃圾变“黑黄金”的奥
秘。 （胡建华 陶宁 摄）

厨余垃圾
变“营养剂”

本报讯（记者徐展新 鄞州
记者站杨磊 通讯员华维君） 记
者昨日从相关新闻发布会上获
悉，第十一届宁波美食节将于
本周六在文化广场开幕。

本届美食节邀请了 27 家中
高档酒店、连锁餐饮企业，25
家特色小吃、饮品和“网红餐
饮”品牌，12 家市内外优质食
材 供 应 商 ， 以 及 13 家 来 自 延
边、衢州等宁波对口协作地区的
餐饮企业、食材供应商参与。除
传统的名菜展示、美食展销之
外，组委会还发动了周边商业广
场、旅游景区、旅行社参加活

动，同时联合顺丰速运和东海海鲜
商家举办东海海产丰收节，吸引周
边城市的游客来甬“吃喝玩乐”。

本届美食节还首次加入“香
港元素”，搭建香港美食快闪集
市，组织经典香港影视展播、邀
请香港大厨现场展示技艺，并将
10 月 28 日设为“香港日”，依托
今年的甬港经济合作论坛举办香
港美食论坛，邀请知名香港美食
达人欧阳应霁来甬探讨“城市的味
道和温度”。

据悉，本届美食节的预热活动
将从 10月 26日启动，持续至 10月
30日。

本周末市民又可享口福了
第十一届宁波美食节首次展销港式美食

本报讯（记者陈敏 通讯员
郑瑜） 颅脑疾病患者看名专家不
用跑到上海了，上海市颅脑创伤
研究所宁波诊疗中心下月落户鄞
州人民医院。

由中华医学会创伤分会主任
委员、上海市颅脑创伤研究所所
长江基尧率领的上海市颅脑创伤
研究所神经外科专业团队，是目
前国内顶尖的重型颅脑创伤和神
经危重症专业救治团队，尤其擅
长颅脑损伤和神经危重症的临床
救治，包括对脑外伤、脑出血、
大面积脑梗的急救，对脑积水、
颅骨缺损、硬膜下血肿等开展个
体化、精细化的手术，对神经重
症病人和昏迷病人的综合治疗
等，连续多年在上海医院急性脑

外伤手术量中排名前三。
为给宁波创伤患者提供高效、

便捷、最佳的治疗途径及方案，鄞
州人民医院与上海市颅脑创伤研究
所签订战略合作协议书。根据协
议，今年 11 月起，上海市颅脑创
伤研究所宁波诊疗中心将在鄞州人
民医院挂牌，同时在该院设立江基
尧教授工作室。今后，上海市颅
脑创伤研究所将为鄞州人民医院
颅脑创伤救治方面提供医疗技术
支持，江基尧教授及其团队将不
定期来该院指导神经外科学科发
展及颅脑创伤救治工作，还将帮扶
鄞州人民医院神经重症监护病房的
规范化建设，并优先安排该院相关
医务人员到上海仁济医院神经外科
进修学习。

颅脑疾病患者
看名专家不用跑到上海了
上海市颅脑创伤研究所宁波诊疗中心
将在鄞州人民医院成立

本报讯（记者徐欣 江北记
者站张落雁 通讯员邬建红） 金
秋时节，大闸蟹大量上市。市民
常说，没有大闸蟹的秋天是不完
整的，如果没吃过几个“六月
黄”，这一年就白过了。然而，
大闸蟹虽美味，却有不少禁忌。
最近，市第九医院消化内科接连
接诊几名腹痛患者，诱因竟是我
们都爱吃的大闸蟹。

九院消化内科何祎主任医师
告诉记者，螃蟹性寒，吃多了容
易引起腹痛、腹泻或消化不良
等。凡脾胃虚寒者应不吃或少吃
蟹，慢性胃炎、胃及十二指肠溃
疡患者最好不吃螃蟹。螃蟹含胆
固醇较高，“三高”人群要注

意，患有胆囊炎、胆结石的病人吃
了后也会加重病情。此外，对螃蟹
过敏的人、有痛风的人、肾脏不好
的人也不要多吃。死蟹不要吃，孕
妇虽能吃螃蟹，但是要小心寄生
虫。吃蟹如感不适，请及时到正规
医院检查就诊。

吃蟹还得避开 4个部位。打开
蟹 壳 ， 会 发 现 壳 上 沾 有 一 些 蟹
黄，蟹胃就藏在蟹黄里，很脏，
不建议食用；像“小扇子”一样
两排灰色软绵绵的组织是蟹腮，
也 不 能 食 用 ； 蟹 心 是 白 色 六 角
形，在蟹中央的黑膜下，极寒；
蟹 胃 通 到 蟹 脐 的 一 条 黑 线 是 蟹
肠，也不能吃。

医生同时提醒，螃蟹含有丰富
的蛋白质、微量元素等营养，对
身体有很好的滋补作用，但是螃
蟹 千 万 不 能 与 柿 子 、 浓 茶 、 梨
子、花生一起食用，否则可能引起
食物中毒。

金秋吃蟹时节，医生提醒——

大闸蟹虽美味
却有不少禁忌

孙虹女

淘 米 、
擦桌、拖地
……海曙区

徐家漕社区 64 岁的居民邬梅芳
自从半年前跟邻居、82 岁的独
居残疾老人张国宝结对以来，每
天到张国宝家“上岗”，帮他料
理家务。

人与人相处，绕不过邻居之
间的关系。邻居关系的重要性，
坊间最有发言权：“关门是小
家，开门是大家，邻居多招呼，
温暖你我他。”

随 着 我 国 人 口 结 构 的 改
变，城市独居老人越来越多。
尽管子女有孝心却无法保证及
时出现在老人身边。城市独居
老人如何安度晚年，成为社会
管 理 的 一大课题。说起城市，
人们往往会贴上“冷漠”“冰冷
的建筑”“门对门住了几十年不
认识”“邻居相见不相问”等标
签。常言说得好，“远亲不如近
邻”。其实，随着社会文明程度

的提高，这些标签会远离城市而
去。

让人欣慰的是，像邬梅芳这样
邻里帮扶的案例在徐家漕社区比比
皆是。社区成立了一个低龄老人扶
助高龄老人的公益团队——“爱在
365敲门队”。一年 365天，每天会
有志愿者上门为有需要的邻居服
务。当邻里互助蔚然成风的时候，
邻居关系会越来越和谐，居民会越
来越幸福，社会会越来越文明。比
如，“爱在 365 敲门队”帮助 67 岁
的任佩珠从丧偶的阴影中走出来，
她也加入该团队为邻居服务。“邻
居给了我信心，帮助我重新面对生
活 ， 现 在 我 也 要 去 帮 助 其 他 邻
居。”任佩珠的话，就是爱的链式
反应。

（欢迎投稿，来稿请发民生邮
箱1871684667@qq.com）

邻居就该胜亲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