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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沈孙晖 通讯
员郑勤 周学军）“感谢医院培
养出来的好护士邵素琴，不是亲
人胜似亲人！”近日，象山县第
一人民医院医健集团收到患者家
属夏佩兰一封饱含真情的感谢
信，信中讲述了该院护士邵素琴
三年来义务上门为其母亲护理的
暖心故事。

夏 佩 兰 母 亲 今 年 94 岁 。
2016 年，老人因病在象山一院
医健集团总院急诊胸外科住院近
一个月。当时，邵素琴是老人的
责任护士，她尽心尽责、和蔼热
情的工作态度，给夏佩兰留下了
深刻印象。

夏佩兰母亲出院后不久便失
去了吞咽能力，全身瘫痪，只能
靠 插 胃 管 和 导 尿 管 维 系 生 命 。

“管子每半月要更换一次，我们
自己没法弄，只能把我妈送到医
院。”夏佩兰说，她家住四楼，没
有电梯。每次换管，夫妻俩要事先
联系好 120 急救车或出租车，和
护送人员一起用担架把身上插管
的母亲抬到一楼，经常累得腰酸
背痛，老人也被折腾到吐。

为此，夏佩兰联系了多家医
院和诊所，希望有家庭医生能上
门为老人换管。但因老人年事已
高、病况复杂，始终没人接手。

一次偶然的机会，夏佩兰在
医院与邵素琴再次相遇，便提出
了这个“不情之请”。“当时我内心
很挣扎，这事风险挺大。”邵素琴
说，但看到夏阿姨无助的模样，她
又于心不忍，心想先接手试试看。

于是，双方约好每月定期上门
换管。但此事并非想象中那么轻
松。因为家中床位低、光线不好，
老人腿脚又僵硬，插管位置很难找
准。邵素琴又患有腰肌劳损，插导
尿管经常得跪在地上才能完成。

自接手以来，邵素琴心里多了
一份牵挂。她手机 24 小时待命，
老人家属有需要随时联系；换管日
期临近，她会提前安排好手头工
作；每次更换新管后，她都反复检
查确保无误。

三年如一日，每到换管时间，
邵素琴会准时出现在老人家里，风
雨无阻。一个寒风凛冽的冬天，邵
素琴如约前往，不料夏佩兰夫妻临
时有事外出，手机正好没带，联系
不上。邵素琴在楼下等候许久，还
冻出了感冒。次日一早，心急的邵
素琴又一次赶到老人家里，帮忙换
好管子才安心上班。

邵素琴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小
的还嗷嗷待哺需要照看。但对老人
的需求，她总是尽量满足。有个周
末，老人突然出现尿液浑浊。怕给
邵素琴添麻烦，夏佩兰尝试自己冲
管，结果把气囊弄破，尿液漏了出
来。接到求助电话后，邵素琴二话
不说赶了过去⋯⋯

据了解，邵素琴还手把手教夏
佩兰给老人翻身拍背、按摩四肢、
刷洗嘴巴等护理方法，指导生活饮
食及引流管的管理，并协助为老人
清洁身体、更换衣物，俨然把老人
当成了自己的亲人。

在邵素琴悉心护理下，三年来
老人没生过褥疮，也没有因操作不
当引发感染。为此，夏佩兰专门准
备了红包和礼品表示感谢，但均被
邵素琴婉拒了。“既然接手了，就
要善始善终，我相信所有的辛苦都
是值得的。”她说。

“既然接手了，就要善始善终！”

好护士三年义务护理九旬瘫痪老人

本报讯（记者王博 通讯员
夏娟 赵美鋆） 15 年毛衣不离
手 ， 累 计 捐 出 去 的 毛 衣 超 过
1500 件 ， 大 家 都 亲 切 地 叫 她

“毛衣奶奶”。
昨天上午，在鄞州区东柳街

道东海花园社区的“韩阿婆工作
室”里，84 岁的韩翠菊照常拿
出针线，和几名编织爱好者一起
织毛衣。

连日来，韩翠菊的事迹通过
多家媒体报道后，持续升温，社
会反响热烈。一些编织爱好者正
源源不断地加入东海花园社区发
起的“百人编织团”，一起为严
寒地区的孩子织毛衣、送温暖。

“百人编织团”发起于半个
月前，截至目前已经招募了 104
名编织达人，他们有些已经领取
了毛线、工具加入编织队伍，有
些爱心人士自备毛线，正在奋力
赶制毛衣。

太古城社区居委会主任朱寅
儿是新加入“百人编织团”的一
员，她说，看到“毛衣奶奶”这
么大年纪依旧给困难地区的孩子
织毛衣，既感动又佩服。目前，
她正利用中午、晚上的休息时
间，全力编织毛衣。

华光城社区居民徐明霞今年
67 岁，在报纸上看到“毛衣奶
奶”事迹后，深受感动。她说，
自己虽然有好多年没有编织毛衣
了，但为了那些穿不暖的孩子，
也想尽自己的一分力量。

据了解，此次“百人编织

团”预计收集 300 件毛衣，送往
新疆库车。由于手工织毛衣既考
验技术，又考验熟练度，爱心人
士的工作进度不一。

得知越来越多爱心人士加入进
来，韩翠菊的劲头更足了。“一个
人的力量有限，有了大家的帮助，
可以让更多穿不暖的孩子穿上毛

衣。”韩翠菊说，眼下，她除了织
毛衣，还利用业余时间把编织技术
和经验分享给大家，让边远地区的
孩子早日过上一个温暖的冬天。

“毛衣奶奶”爱心编织团突破百人

“毛衣奶奶”把新织好的毛衣送给孩子们。 （孙静芳 王博 摄）

本报讯（记者王博 通讯员
邱国栋 毛雯雯） 新年第一天，
鄞州区东胜街道樱花社区就帮居
民实现了近百个微心愿。

前不久，鄞州区东胜街道樱
花社区党委启动了党员为民服务
活动，组织党员认领微心愿，帮
助辖区的困难群众“圆梦”。

想要一台取暖器，需要一个
电饭锅，需要一床暖和点的被

子，想要个好点的保温杯⋯⋯近
百个微心愿，汇聚到了社区党
委。这些微心愿的“许愿人”，
有社区里经济相对困难的居民，
有清洁工，还有鄞州区特殊教育
中心的学生们。

很快，党员张亚清，拿来
了棉被、围巾、保温杯；党员
高淑珍抱来了取暖器；还有很
多 党 员 慷 慨 解 囊 ， 捐 款 捐 物

⋯⋯微心愿被“一抢而光”，一笔
笔捐款，一件件物品，汇成了一
股暖流。

樱 花 社 区 有 两 家 物 业 公 司 。
当问及清洁工们的愿望时，他们
有 些 害 羞 ， 只 说 希 望 大 家 多 理
解 保 洁 工 作 的 不 易 。 为 此 ， 樱
花 社 区 党 委 专 门 召 开 会 议 ， 决
定 组 织 党 员 群 众 定 期 开 展 清 扫
志 愿 服 务 ， 同 时 号 召 广 大 居 民

维护身边的环境。
在鄞州区特殊教育中心就读的

都是特殊儿童，他们天真绚烂的笑
容感染着每一名去探望他们的党员
志愿者。党员们贴心地给孩子们准
备了马克笔，并陪他们一起用手里
的笔画出自己的快乐。

新年在樱花社区上演的一个个
温暖故事，使邻里和睦之花在这个
寒冬盛开，温暖着人们的心田。

这个冬天不太冷

樱花社区帮居民实现近百个微心愿

本报讯 （记者王晓峰 通讯
员张明 周东亚） 一年一度的春运
即将来临，我市境内的高速公路也
将迎来返乡车流高峰，平安回家将
是接下来的“主旋律”。为此，昨
天下午，宁波高速交警发布了一份
与安全带有关的大数据——哪个年
龄段的乘车人、驾驶人最不爱系安
全带？

安全带就是生命带，无数的
交通事故告诉我们，系不系安全
带结局不一样。正因如此，从去
年 11 月 11 日起，我省高速交警在
全省各高速出入口、服务区开展
开 车 使 用 安 全 带 专 项 整 治 行 动 ，
一旦发现驾驶人未按规定系安全

带，罚款 200 元，记 2 分；乘客不
按规定系安全带，对违法当事人罚
款 50 元。

“经过第一阶段的劝导与专项
整治，后排安全带的使用率已从原
先的 30%左右提高到 70%以上。但
不得不说的是，这项工作仍有提升
空间，所以我们利用大数据对处罚
情况进行了分析，以便下一阶段工
作更有针对性。”宁波高速交警相
关负责人说，他们以甬莞高速为样
本，以最近三个月超过 2000 起涉
及安全带的违法行为作为数据参
考。

高速交警分析发现，首先违法
当 事 人 男 女 比 例 为 21。 其 次 ，

乘车人未使用安全带的，年龄在
18 周岁-20 周岁、60 周岁以上的老
人和青少年未系安全带率分别占样
本总量的 1%和 6%，20 周岁-30 周
岁、30 周岁-40 周岁、40 周岁-50
周岁、50 周岁-60 周岁未系安全带
率 分 别 为 17% 、 29% 、 24% 和
23%。由此可见，30 周岁-60 周岁
之间的人群为“高危区域”，特别
是 30 周 岁 - 40 周 岁 之 间 的 “80
后”，快要占到样本总数的 1/3 了。

高速交警还对驾驶人不系安全
带情况进行了分析：30 周岁-40 周
岁开车不系安全带的占 36%，40 周
岁-50 周岁开车不系安全带的竟占
39%。也就是说，在驾驶人这一群

体中，30 周岁-50 周岁的人群易忽
视对安全带的使用。

“实话说，这样的数据分析结
果有些出乎我们的意料。虽然‘70
后 ’‘80 后 ’ 是 开 车 、 用 车 的 主
力，但不论是从行为能力还是安全
意识上来说，他们都不应该成为不
系安全带的高发人群。”该负责人
说，每一名“70 后”“80 后”都是
家里的顶梁柱，背后维系着整个家
庭，所以出现这样的情况是不应该
的。交警部门马上会开启第二阶段
的安全带专项查处行动，会根据这
份数据分析有针对性地进行整治及
宣教，争取让驾乘人员使用安全带
成为自然习惯。

高速上哪些人最不喜欢系安全带？
大数据告诉你：30周岁—40周岁的乘车人、40周岁—50周岁的驾驶人

本报讯（记者厉晓杭 通讯员
虞南） 新年伊始，暖湿气流占主
导，气温也触底反弹。昨天市区
最 高 气 温 11.2℃ ， 最 低 气 温
9.6℃。今明两天，气温还将继续
攀升。

最新气象资料显示，今明两天
全国大部分地区升温持续，南方升
温过程将延续至下周初，江南部分
地区将超过 20℃，部分地区将刷

新历史纪录。
冬季气温一般“升得高，摔得

狠”。据浙江省气象台预测，7 日
后期到 8 日受较强冷空气影响，我
省日平均气温的过程降温幅度可达
8℃至 10℃。大风呼呼吹起，气温
将再次跌至个位数。

根据预报，今天阴局部有小
雨，6 日起除 7 日后期和 11 日有降
水外，其余时段多云为主。近期气
温回升，今天 10℃至 15℃，6 日到
7 日最低气温 13℃至 15℃，最高气
温升至 20℃以上。8 日到 9 日受冷
空气影响，我市有大风和明显降温
过程。

阴雨天气持续
气温触底反弹

本报讯（记者陈朝霞 通讯员
朱燕君 沈晨舒） 近日，在海曙
区望春街道水岸心境社区，上演
了 一 场 中 英 文 “ 自 由 切 换 ” 对
话，对话一方是片区民警，另一
方是在辖区居住的外籍居民。这是
望 春 街 道 通 过 海 曙 区“ 最 多 跑 一
次”“陪办”服务，将服务触角延
伸到社区。

水岸心境社区是个国际化社
区，街道根据外籍居民的需求，搭
建交流平台，主动邀请相关业务部
门来社区与外籍居民面对面交流，
提供相关专业服务，解答护照到
期、签证、出入境等疑问。

在当天的咨询现场，来自约旦
的爱纳斯首先提问：“我的护照快
到期了，需要寄回国重新办理，大
约需要两周时间，这段时间我没护
照，等于没了身份证，我怎样才能
正常出行？”

海曙公安分局治安大队的民
警沈盛彪用流利的英文解答：“你
可以去宁波市行政服务中心办理

签证延期，到时候你会收到一张
回执单，这张回执单相当于你在
中国的临时身份证，既可以证明
身份，也可以购买飞机票、高铁
票，以及办理酒店入住等。”沈盛
彪一边回答，一边写下宁波市行
政服务中心地址及电话，递给爱
纳斯。

爱纳斯接过纸条点赞道：“前
两天，因为护照快到期了，便在社
区‘国际友人微信群’里咨询该怎
么办理，没想到社区直接请来了警
官为我现场解答，我就不用东奔西
跑了，这个服务太棒了！”

记者了解到，水岸心境社区居
住着近 80 名外籍居民，望春街道
相关领导在日常社区“最多跑一
次”“陪办”服务过程中发现，外
籍居民对签证、护照等业务办理有
很多疑问，造成工作生活诸多不
便，于是与相关部门对接，将懂英
文、懂政策的海曙公安分局治安大
队民警请到了社区，为外籍居民面
对面提供专业咨询服务。

懂英文的民警来到社区
“最多跑一次”让外国友人也点赞

本报讯（记者董小芳 通讯员
俞旦）“二次供水水质问题关系百
姓的日常生活和身体健康。没想到
我提出的提案，检察机关通过公益
诉讼推动专项整治，为民办了一件
大实事！”余姚市人大代表徐亚君
近日看到余姚检察院办理的二次供
水行政公益诉讼案件情况后，激动
地说。

去年 9 月，余姚检察院在人大
代表建议中发现要求对二次供水设
施改造的线索。随后，该院相继走
访了余姚市卫生监督所、余姚市物
业和房屋安全管理中心、余姚市自
来水有限公司等了解情况。

通过实地走访和电话调查相结
合的方式，余姚检察院对城区 68
家二次供水小区进行了地毯式排
摸，统计出该市储水式二次供水
中高层小区 24 个，其中 18 家物业
公司管理的小区二次供水存在水
箱未定期清洗、消毒，清洗、消

毒人员未经知识培训和健康体检
上岗，未定期检测水质等各类不
规范行为。

去 年 9 月 底 ， 余 姚 检 察 院 向
余 姚 市 卫 健 局 发 出 诉 前 检 察 建
议，建议该局切实履行监督管理
职责，对全市范围内二次供水单
位卫生管理不规范问题开展专项
整治，建立健全二次供水常态化
卫生监督制度，消除居民生活饮
用水卫生安全隐患，依法责令相
关中高层住宅小区物业管理方限期
改正违法行为。

收到检察建议后，余姚市卫健
局高度重视并迅速行动，制定了二
次供水卫生监督专项整治方案，重
点督查了二次供水单位的人员管理
情况、水箱清洗消毒及水质自检情
况、台账建立及相关消毒剂的索证
等内容，监督检查和随机抽检了城
区二次供水中高层小区的水质情
况。

让百姓喝上放心水

余姚公益诉讼
“过滤”二次供水

黎 民

据昨天《宁
波日报》民生版

报道，这两天，海曙区段塘街道社
区卫生服务中心的药师正忙着为辖
区老年人上门整理药箱，他们将老
人家里有效期内散乱摆放、集中混
放的药品有序放好，在每个格子里
贴上标签，并手把手教老人正确存
放方法，还细心叮嘱各项注意事
项。这一看似不起眼的“小事”，
深受老人欢迎。

年纪大了，毛病也多，很多
老人得了慢性病需长年服药。年
纪大了，记性也不好，老年人常
常 会 忘 记 吃 过 的 剩 余 药 品 放 哪
里。就像居民李阿姨说的，“家里
药很多，常常到处乱放，有时候
这盒药刚打开就找不到了，又去
开新的一盒。”

药箱的事不是小事。且不说
过期药品问题，就是药品混放，

老人一不小心就会“误食”，那问
题就大了。可惜，很少有人 （包
括家里人） 关注老人这个日常生
活中的“软肋”。段塘街道社区卫
生服务中心医务人员想到了，也
做了，所以这项上门服务特别受
老人欢迎。

日常生活中，老年人存在着不
少类似药箱问题的“软肋”，这些

“软肋”是老人的不方便或深感烦
恼的事，但又容易被人忽视。其
实，只要我们平时多关心老人、陪
陪老人，了解老人的心事和想法，
就会发现老人生活中存在的这些

“软肋”。去年，鄞州白鹤街道针对
居家老人生活不方便、不安全因
素，推出居家适老化改造，呈现了

“居家改造一小步，生活改善一大
步”的效果，受到广泛好评。

为老服务，就要把服务做到老
人的心坎里。

（欢迎投稿，来稿请发民生邮
箱1871684667@qq.com）

多找找老人生活中的“软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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