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黄金 通讯员张
舜勇 范奕齐）《宁波市生活垃圾
分类管理条例》 实施已经两个多
月，给居民生活带来了什么样的影
响？发生了哪些新变化？最近，参
与垃圾分类短视频大赛的市民纷纷
分享真实的感受，见证点滴惊喜与
变化。

自从垃圾分类进入“强制时
代”，北仑区黄鹂幼儿园的时纯熙
小朋友发现了一些身边的趣事儿：
小区里新增了 4 个“成员”——红
色 、 绿 色 、 蓝 色 、 黑 色 垃 圾 桶 。

“可别小瞧了它们哦，若你的垃圾
放错了地方，会让你交罚金哦！下
班时间，爷爷奶奶叔叔阿姨都到小

区门口打卡，把厨余垃圾送给门卫
室阿姨称重。听说就像我们的学币
一样，谁家垃圾分类做得好，得到
的积分就越多，到时可以兑换礼品
的。”

幼 儿 园 里 趣 事 儿 就 更 多 了 。
“老师让爸爸妈妈用环保材料给我
们做各色各样的衣服，举行了一场
有趣的时装秀！有纸箱做成的机器
人 服 装 ， 有 垃 圾 袋 做 成 的 裙 子
⋯⋯”时纯熙小朋友说。

在宁波市妇女儿童医院，这种
变化来得更早也更大。

“作为一名医务工作者，我们
大概是最早实施垃圾分类的一群
人。医院里有医疗垃圾、有害垃
圾、利器盒⋯⋯很早就与普通垃圾
分类弃置的。”一名医生说，自从

《宁波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条例》实
施后，院领导很重视，经常到各科

室不定期突击检查垃圾桶，“现在
我们已经做到分类容器配置规范、
分类收集渠道规范、保洁人员作业
规范、宣传告知准确规范啦”。

宁波作为率先践行垃圾分类的
城市，各个机关单位、学校、社
区、企业等无一不开展垃圾分类知
识宣传普及，营造了“人人知晓，
个个参与”的浓厚氛围。车站广告
牌、滚动大屏幕都在倡导源头减量、
光盘行动，自觉控减垃圾产量。

江北区育才实验学校老师李茵
说 ：“ 我 们 学 校 在 2012 年 办 学 之
初，就提出了校园‘零垃圾’的概
念，从源头抓起，教孩子们尽量减
少垃圾的产生，指导孩子们合理处
理产生的垃圾。校园‘零垃圾’不
仅节约资源，更提升了全体师生的
生活质量。”

现在宁波大力推进生活垃圾分

类工作，学校的“零垃圾”活动无
疑是对此最好的延伸。“相信随着
垃圾分类工作的持续开展，我们的
学校、我们的家园会变得更加美
丽、整洁。”李茵说。

在身体力行的同时，更多的人
开始带动他人一起参与垃圾分类，
一个个志愿者美丽的身影争相为垃
圾分类代言。

镇海区骆驼中学教师孙佳怡
说：“垃圾分类全民在行动，我校
的‘小蚂蚁’志愿者成为一道亮丽
的风景线：各班的垃圾分类专管
员、垃圾分类房里的党员志愿者、

‘绿色当铺’的学生志愿者、旧物
改造工作室里的旧物改造志愿者、
街道两旁的驼铃志愿者⋯⋯我们坚
信，对于环保，再小的力量也是一种
支持，垃圾分类，我们就是影响力！”

这种影响力在不断延伸，让垃

圾分类的意识更加深入人心，在潜
移默化中生根发芽。

垃圾放到对的地方就是资源！
北仑职业高级中学学生夏敏琳微最
近在垃圾分类回收实践中，深刻认
识到了这句话的意义。“以前，我
们总是把垃圾一股脑儿地丢到垃圾
站就好了，现在，大家都会自觉地
把垃圾分一分类别，然后再扔进智
能垃圾分类回收箱。因为这样一个

小小的变化，很多东西就从垃圾变成
了资源，我觉得我们正在做一件极有
意义的事。”

不知不觉中，她发现不仅小区
里、马路上的垃圾少了，环境好了，
而且自己在购物时也会开始考虑是否
真的有需要购买。“也许，垃圾分类
最重要的意义就是引导我们改变生活
中的一些习惯与理念，让我们的生活
环境更加美丽。”

再小的力量也是一种支持！
垃圾分类给宁波带来惊喜与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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垃圾分类就是新时尚
短视频大赛进行时

记者 王博
通讯员 蔡梦珠 陈艳

一艘长 1.2 米、宽 0.7 米、高
0.5 米 的 橙 色 小 船 ， 穿 梭 在 河 道
上，这是鄞州区“民间河长”聂正
斌自主研制的智能无人船。前不
久，笔者来到鄞州区格兰春天社区
的九曲河畔，聂正斌正在用智能无
人船进行水下探测。

今年 41 岁的聂正斌是格兰春
天社区的居民，2018 年，他报名
成为一名民间治水观察员。从此，
日行 2 万多步巡河，呵护家门口的
河道成了他业余时间最常做的事。
在巡河中，他还利用自身所长，助
力科技治水。

研制智能无人船并非聂正斌的
一时兴起。

早在 2017 年，聂正斌考虑到
人工巡河只能看到表面，水下环境
到底什么样，人工排查效能低，费
时又费力。基于此，他成立了一个
有 30 多人的公司，涵盖的业务范
围就有智能无人船河道检测。

2018 年底，聂正斌和团队开
始研制巡河设备。“我们团队几个核
心骨干，潜心钻研，可以说没日没夜
地研究。”聂正斌说，研制智能无人
船，光零配件就用了 100 余种，组
装成功后，曾下水测试 10 多次，“有
了智能无人船，可以一览水下环
境。很多条河道，它们都去巡过”。

聂正斌平时爱好运动，经常在
晨跑中观察河道，发现问题及时上
报；外出时，只要发现有环境污染
问题，也会向有关部门投诉举报。

作为民间治水观察员，聂正斌
的工作内容蛮多，跟踪记录认管河
道水质，遇到突发问题及时反映，
监督沿河水面保洁、沿河绿化养
护、沿河设施维护等也属于他的“管
辖”范围。过去两年里，他巡查了
鄞州区上百条河道，先后向治水部
门反映了几十个涉水污染问题。聂
正斌说：“一个人的力量再小，只要

坚持，总能为城市出一份力。”
聂正斌是个爱较真的人。今年

梅雨季，聂正斌发现九曲河下游的
河水有些浑浊。当天，下着大雨，
他在疾风劲雨中撑着伞溯源而上，
走了两公里，终于发现问题所在。
原来，鄞州外国语中学周边有部分
农田土质疏松，松动的泥土混着雨
水直接排入河道，引发下游河水浑
浊。聂正斌通过“宁波河道”APP
上传照片，第一时间反映了问题。

聂正斌把工作生活中的精力都
放在了治水上。在他的影响下，家
人也被感染了。从一个人到一家
人，再到一个社区的人，都积极参
与“五水共治”。聂正斌的妻子胡
祝琴是社区公益达人，经常参与社
区志愿服务；聂正斌还有两个女
儿，周末和爸爸一起巡河。

聂正斌常说，治水是造福千秋
万代的功德工程，要从孩子抓起，
让美丽水乡陪伴孩子们成长。他备
忘录里记录着：水污染问题在水
里，根源在岸上，关键还在于人们
的观念。

如今，在聂正斌的影响下，格
兰春天社区成立了民间治水队——
春天护河团。聂正斌和护河团的成
员们几乎每天都在巡河，记录河道
水质变化，监督沿河水面保洁、沿
河绿化养护等，积极宣传治水，引
导更多人护河爱河。

“民间河长”聂正斌：

研制智能无人船
为河道“体检”

《宁波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条例》普法宣传活动。 （范奕齐 摄）

刘云海

据 12 月 14
日《宁波日报》民

生版报道：为解决部分独居老人准
备早餐不方便的情况，海曙安泰社
区和共建单位宁波市气象局联合推
出“红色速递爱心餐”项目，一群

“送粥的爷爷奶奶”为行动不便的
高龄独居老人送早餐上门。

“送粥的爷爷奶奶”自己也是爷
爷奶奶辈，但仍志愿为行动不便的
高龄独居老人送早餐上门，传递着
满满的正能量。这样的“送粥的爷
爷奶奶”，无疑需要更多复制。

“送粥的爷爷奶奶”有更充足的
时间和精力。大多数“小老人”是刚
刚退休或退休不久，和“老老人”
相比，他们有着更健朗的身体，有
能力帮扶“老老人”；而和年轻人
相比，他们又有着更多的时间。

“送粥的爷爷奶奶”有更强的精

准性。“小老人”也是老人，和“老
老人”年龄相差不是特别大，这就
使得这两种老人之间少了距离感和
隔阂感，彼此之间能找到更多的共
同语言。在帮扶过程中，“小老
人”也更有耐心，更善于交流，更
容易走进“老老人”的内心世界。

“送粥的爷爷奶奶”有更深远
的意义。“小老人”终究也会变成

“老老人”，但他们的这种志愿帮扶
精神却传递了更多的正能量，当他
们也变成“老老人”的时候，就会
有另一些“小老人”接过志愿帮扶
的担子，也就弘扬了“老吾老，以
及人之老”的传统美德。

“送粥的爷爷奶奶”传递了人
间大爱，这样的帮扶模式让我们看
到，解决养老问题不是难题，只要
人人都能献出一点爱心，办法总比
困难多。

（欢迎投稿，来稿请发民生邮
箱1871684667@qq.com）

期待涌现更多
“送粥的爷爷奶奶”

本报讯（记者陈敏 通讯员
张林霞） 父亲被确诊为“肝硬化
失代偿期，腹水”，两女儿争相
捐肝救父，从李惠利医院东部院
区传出的消息再次感动了宁波。
昨天，方大伯含泪说：“是医生
和女儿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57 岁的方大伯是宁波本地
人。今年 7月份，方大伯出现乏力、
腹胀、胃口不佳等症状，吃一点东
西就感觉肚子胀得厉害。他以为
是胃病犯了，就买了胃药，可服用
一段时间后，症状更严重了。

方大伯到医院检查后被确诊
为“肝硬化失代偿期，腹水”。医
生说，方大伯已经处于肝衰竭状
态，换肝是最有效的治疗方法。

经过百般打听，方大伯一家
得知李惠利医院陆才德肝移植团
队是这方面的权威，而且之前已
经有连续开展活体肝移植的经
验，他们就慕名去了李惠利医院。

要想在短时间内等到合适的
肝源，谈何容易。当知道父亲的
身体已经等不起的时候，作为家
中的长女，小娜第一个站出来
说：“我的生命是爸爸给的，如
果我的肝适合，我捐。”“姐，我
年轻，我来！”今年刚刚大学毕
业的小女儿小洁说。

经过匹配和其他身体评估，两
个女儿都符合捐肝要求，但小娜偷
偷找到了医生说：“我妹妹才大学
毕业，还小，做这么大的手术，肚
子上肯定要留疤痕的，万一以后嫁
不出去咋办，反正我已经结婚生孩
子了，我来捐。”

最终确定由小娜来捐献肝脏，

小洁为此大哭了一场：“我真的是
没用，长这么大，家里什么事儿都
帮不上忙。”

看着两个女儿争着为自己捐
肝，躺在病床上的方大伯真是不忍
心。“她们还这么年轻，我不舍得
呀。”方大伯说道。经过一家人的
劝说，他最终答应了“活体捐肝”
的方案。

12 月 1 日上午 10 点，小娜和
父亲一起被推进了手术室。

“万一有什么不测，一定要先
保我女儿。”方大伯在麻醉前，一
再跟医生念叨着这句话。

医生从小娜身上切除 480 克肝
脏移植到了她的父亲身上，供肝手
术历时 4 小时。方大伯的移植手术
历时 9 个小时。手术顺利结束后，
方大伯被送进重症监护室进一步观
察、治疗。

术后第 9 天，小娜顺利出院，
方大伯也转回到普通病房继续进行
治疗。方大伯的身体恢复情况现已
达到预期效果。昨天一早，小娜到
医院接方大伯出院。

据悉，这已经是李惠利医院肝
移植团队今年 5 月份来，连续成功
开展的第 5 例活体肝移植手术。

“我的生命是爸爸给的，如果我的肝适合，我捐”“姐，我年轻，我来”

父亲肝衰竭，两女儿争相捐肝救父

小娜和父亲。 （张林霞 摄）

本报讯（通讯员陈志明 刘
盈蓉 记者厉晓杭） 前不久，北
仑新碶街道芙蓉社区红十字博爱
志愿服务队的 12 名志愿者“组
团”来到北仑区红十字会，进行
器官捐献志愿登记。

促成这次捐献工作的，是
芙蓉社区红十字博爱志愿服务
队 队 长 王 华 峰 。 今 年 清 明 前
夕，王华峰参加了市红十字会
组织的宁波市遗体、器官 （角
膜） 捐献者祭奠缅怀仪式，内心
受到强烈震撼，便有了捐献器官
的想法。

在王华峰的带领下，芙蓉社

区红十字博爱志愿服务队已有 6
名志愿者加入器官捐献志愿者的
队伍，而此次又有 12 人集中登
记捐献。截至目前，该服务队共
有 18 人登记，成为北仑区人体
器官 （角膜、遗体） 捐献登记人
数最多的团体。

遗体捐献登记的前提是必须
获得家人的同意，“组团”成行
并不容易。就拿王华峰来说，为
了说服妻子，他足足“磨”了 3
个月。不过，志愿者中也有家人
全力支持，甚至结伴同行的。张
康和舒惠梅分别来自山西和衢
州，夫妻俩结婚 3 年，现定居北

仑。“人活着好好活，百年之后留
下一点价值，很有意义。”27 岁的
张康说。夫妻俩早有登记捐献遗体
的想法，只是不知去哪儿办，当队
长提议时，就一起“入团”了。

叶连维和叶茂是一对年龄相差
10 岁 的 亲 姐 妹 ， 母 亲 早 年 病 逝 ，
给她们心底留下了无法忘怀的伤
痕 。“ 那 时 候 眼 看 着 母 亲 病 重 离
开，却什么都做不了，实在太无
助。”姐姐叶连维说，她们一直从
事志愿服务，想尽可能地帮助其他
人，为他人点燃一份希望。

据了解，我国每年有 30 万人
需要接受器官移植手术，但能够实

施移植手术的只有 1 万多例。近些
年，仅宁波市眼科医院每年就有
200 多人等待角膜移植，由于角膜
捐献有限，能够实施移植手术的只
有 100 余例。人体器官捐献，为很
多患者和家庭带去了新生、光明和
希望。

“捐献者的大爱和奉献精神永
远值得尊敬和怀念。”北仑区红十
字会相关负责人介绍，近年来，该
区人体器官捐献工作已走在省市前
列。目前，该区累计器官 （角膜、
遗体） 捐献登记志愿者有 384 人，
实现捐献 83 例。去年，该区器官
捐献例数位居全省第一。

12名志愿者“组团”登记器官捐献
北仑区人体器官捐献工作走在省市前列

聂正斌在研究智能无人船。
（李超 王博 摄）

昨天中午，在宁波诺丁汉大
学，一只萌宠羊驼受到学生追捧。
又到考试季，该校联合爱心宠物
店，引进一批蜥蜴、龙猫、刺猬、
水貂等动物，与学生们来一场亲密
接触，以缓解他们的压力。

（徐能 胡敏 摄）

萌宠羊驼
逛校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