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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沈孙晖 通讯员
陈福良 何彦浩）“现在疫情还没
结 束 ， 6 户 租 客 不 能 返 回 泗 门 工
作，我决定免除他们 2 月份的房租
费。”昨天，余姚泗门镇泗北村倪
家路自然村村民陈琼告诉记者，在
这个特殊时期，每个人都要以大局
为重，同时更要体谅外来务工人
员，尽量为他们着想。

据陈琼介绍，2018 年 4 月，她
把不再居住的老房子改装出租，向
有关部门办理合法手续后，租给在
泗门镇工业功能区工作的外来务工
人员居住。截至去年年底，有 6 间

出租房租住着安徽、云南籍外来务
工人员。今年 1 月上旬，6 户人家
先后回老家过春节。

眼下，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
炎疫情形势严峻。因此，这 6 户已
经回家的外来务工家庭暂时无法返
回泗门工作。针对这一情况，陈琼
与租客经常保持联系，告知他们泗门
镇的企业均要在 2 月 9 日以后复工，
这段时间尽量留在家里不要出门，
有事出去一定要戴口罩，回家后要
勤洗手。同时，她主动承诺，为这些
租户减免 2 月份的房租费。6 间出
租房的租费合计 1960 元。

余姚一村民主动为租客
免除近2000元房租费

徐剑锋

2 月 1 日
《宁 波 日 报》
报道，1 月 30

日上午 10 时 30 分左右，一位穿着
朴素的老奶奶走进慈溪市红十字
会，放下 1万元。老奶奶不愿意透
露姓名，只是反复说“捐给这次疫
情需要用到的地方”，便转身离去。

宁波是一座充满爱心的城市，
历来就有扶贫济困、乐善好施的优
良传统。病毒无情人有情，面对来
势汹汹的疫情，我们欣喜地看到，
从政府部门到社会组织，从企业家
到普通百姓，或捐款捐物，或无私
援助，拳拳爱心如星星之火不断燎
原，汇聚成防控疫情的澎湃力量。
我们应该很好地传递这股正能量，
这是共克时艰、夺取胜利的重要法
宝之一。

疫情面前，汇聚城市更多的爱

心力量，每一个宁波人责无旁贷。
尤其是在“互联网+”时代，要通
过创设鲜活而有吸引力的载体，建
立公开透明的信息平台，以“政
府+企业+社会组织+爱心人士”为
支撑，更有效地涵养每个人的善举
义行，让每一份爱心捐赠都用在刀
刃上。

凡·高说过：“爱之花开放的地
方，生命便能欣欣向荣。”危难之
时展现出的大爱，是我们赢取战

“疫”胜利的信心所在、力量所
在。你的心，我的心，合在一起就
是万众一心；你的力，我的力，聚
在一起就是群策群力。让我们心连
心、手挽手，与时间赛跑，与疫情
搏斗，用爱与责任守望相助、同舟
共济，一起打赢这场没有硝烟的大
仗硬仗，共同迎来春暖花开、天清
气朗。

（欢迎投稿，来稿请发民生邮
箱1871684667@qq.com）

战“疫”要汇聚城市更多爱心力量

隔不断的爱

本报讯（记者王晓峰 通讯员
翟志浩） 疫情来势汹汹，绝大多数
群众响应号召，宅在家里不出门。
但因事发突然，很多居民物资储备
不足，出现了“吃饭难”问题。在
象山石浦，有一位民警日常工作就
是兼职“外卖小哥”——上门送物
资。他的与众不同之处还在于，送
上物资的同时会手写一张鼓励贴，
微小的举动，充满了人情味。

“我们这里所有人员都在忙，
我的工作就是帮忙运送物资，下午
还有一趟呢，写鼓励贴只是顺手之
举。”昨天上午，象山县公安局石
浦港区派出所教导员成传昭在接受
记者采访时说，长时间的居家观
察，消耗的不只是食物和耐心，还
有欢度春节的心情。但疫情无情人
有情，他的工作就是“跑腿”，只
要群众 Call 他，他就力所能及地帮
助实现这些小心愿。

成传昭的微信里，置顶位置不
是他妻子，而是居家观察对象。每
天早上，他要向妻子与家中一周岁
不到的孩子报平安，但一打开微

信，全是居民发来的信息，一条条
回过去之后，最后忘了与妻子联系
的事，因此挨了家里人不少白眼。
但成传昭不后悔，因为他知道妻子
是刀子嘴豆腐心，只是在担心他而
已。对于自己的工作，她也是非常

支持的。
成传昭今年 31 岁，从军 7 年后，

穿起警服成为一名人民警察。春节
以来，他就一直坚守在一线。24
小时核查人员、排查车辆，作为所
领导还要统筹工作并以身作则，兼

职“外卖小哥”就是他带的头，如
今已成为所里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断粮了我们支援你！”“有状
况 及 时 说 ， 我 电 话 不 关 机 ”“ 加
油，一切都会好起来的！”⋯⋯这
是成传昭在看望居家观察对象时说
的最多的几句话。而在最近三天，
他已连着运送了七八趟“救急物
资”。每次送完，他还会趴在居民
家门口，手写并留下一张鼓励贴
——“加油，我们共渡难关”“居
家就是最好的贡献”“我们一定能
赢”⋯⋯一张张充满温暖的鼓励
贴，落到了居民的心坎里。

“居家观察的群众，有的缺药
品，有的缺口罩，有的缺新鲜蔬
菜，还有的人想要在看电影时能有
鼓励瓜子助兴⋯⋯他们的这些小心
愿，我们有能力的，都会尽可能帮
他们实现。”成传昭说，所里还建
立了“一对一”帮帮群，实行“暖
心一帮一，携手战疫情”工程，在
及时掌握居家观察对象行踪的同
时，更要为他们提供最大便利，传
递温情和力量。

象山民警当起“外卖小哥”
一边为居家观察的居民送物资，一边手写鼓励贴

物资送到门，成传昭手写并留下一张鼓励贴。 （翟志浩 摄）

本报讯（记者何峰 通讯员张
超梁 姚单）“现在，家里的物资
很充足。特殊时期的人情，让我感
动，谢谢邻居们。”昨日，杨先生
在合生国际城 158 幢业主微信群中
表达对邻居的谢意。

“我到过重点地区 3 天，在家
自觉隔离 14 天。”镇海庄市街道合
生国际城居民杨先生年前有重点地
区经往史，回来后主动向同心湖社

区和居住邻居报备相关情况。
“非常感谢主动报备的业主，给

素质超级高的邻居点个赞。”杨先
生主动报备获得居住的 158 幢邻居
的认可。“安心居家观察，非常时期，
同舟共济”“需要什么呼我”“我也在
家，需要帮助跟我联系，住得近，方
便”⋯⋯158 幢业主微信群中，邻居
们争相询问杨先生一家所需。

白菜、青菜、汤包、木耳、牛

奶⋯⋯这些天，杨先生在家门口相
继收到了 5 户邻居送上门的食物。
令杨先生感动的是，除 158 幢的邻
居外，附近楼群的邻居也送来食物。

“这是我们的瑜伽老师，昨天刚开
课，公益的，在家寂寞时，可以关注
练一练。”一邻居还为杨先生一家
丰富生活支了招。“邻居们的暖心
留言，让我倍受鼓舞，还有很多邻
居打电话问我家需要什么。”杨先

生表示，已婉拒了一部分邻居赠送
的物品，因为他家所需已经足够。

现在，除向社区报告外，杨先
生还将全家人的体温情况等健康状
况在微信群里告知邻居，让邻居都
放心。“邻居们相互关照，从物质
到精神方面，给予全方位的帮助，
这为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提供了不
竭的正能量。”同心湖社区党委书
记陈莺说。

镇海一居民主动隔离后在楼栋业主微信群公布身体状况

邻居的菜，暖他心；他的做法，让邻居安心

本报讯（记者沈孙晖 通讯员
郑潇琳 象山县委报道组陈光曙）
作为我市第三批驰援武汉的医护人
员之一，象山一院医健集团总院呼
吸内科护士俞佃瑜昨天进入武汉天
佑医院，开始紧张的工作。

前两天，俞佃瑜迎来了 30 岁
生日。当天，她收到了很多朋友
和同事的生日祝福。而最特别的

“ 礼 物 ” 是 6 岁 女 儿 孙 若 兮 送 上
的。这份“礼物”让俞佃瑜瞬间
泪目⋯⋯原来，出发前往武汉前，
爱美的俞佃瑜剪去了心爱的长发，
还慎重提交了一份入党申请书。她

说服了家人，却怎么也劝不服女儿
若兮。出发那天早上，俞佃瑜趁孩
子睡着悄悄走了，这么做的“代
价”就是几天来女儿一个电话都
不肯接。生日当天傍晚，孩子的
爷爷发来一段微信语音，点开后
传来了若兮的声音：“妈妈生日快
乐，我已经原谅你了。”随之传来
的 ， 还 有 一 幅 若 兮 亲 手 画 的 画 。
画 中 ， 两 个 戴 口 罩 的 人 眉 眼 弯
弯，正举手作揖，上面用稚嫩的
笔迹写着两个名字：孙若兮、俞佃
瑜。

俞佃瑜顿时哽咽了。

“妈妈生日快乐，我原谅你了！”
6岁女儿的祝福让远在武汉的她瞬间泪目

本报讯（记者朱军备 通讯员
朱娇娇）“小励，蔬菜已经联系好
了，鄞州甬绿农业开发有限公司的
朱总愿意为我们社区居民提供免费
爱心蔬菜，马上可以送到社区啦!”
前天上午，鄞州区下应街道江六村
党支部书记陆文光欣喜地给君睿社
区居务负责人励晓燕打来了电话。

君睿名苑小区于去年 11 月交
付，目前已有不少居民入住，大部
分为江六村老年群体。在防疫排查
登记工作中，励晓燕了解到，居民
们积极配合疫情防控工作尽量不出
门，但是 10 多天过去了，眼看家

里囤的蔬菜快要见底了，尤其是老
人作为易感人群不敢轻易出门。为
此，社区干部积极协调尽力让大家
吃上新鲜放心的蔬菜，并得到了辖
区单位鄞州甬绿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的大力支持。

前天上午 9 点，50 公斤青菜、
100 公斤莴笋、25 公斤大白菜等各
类爱心蔬菜如约送到了君睿名苑小
区门口。对于行动不便的老人，社
工亲自将爱心蔬菜送到老人家中，
同时，社区设置了一个“爱心蔬菜
领取点”，小区居民可到那里去领
取。

鄞州君睿社区

有个“爱心蔬菜领取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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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环卫工人对海曙日新街
人行天桥护栏擦抹消毒，为城市洁
净作贡献。连日来，我市环卫工人
坚守一线岗位，默默奉献，用实际
行动投入到疫情防控工作中。

（周建平 摄）

环卫工的
坚 守

本报讯 （记者殷聪 海曙区
委 报 道 组续大治 孙勇）“ 总 计
1320 件羽绒服，今天空运到了武
汉 六 院 ， 直 供 前 线 。” 昨 天 上
午，记者拨通了博洋研究院副院
长许淑敏的电话，电话那头，许
淑敏的嗓子因为连续加班加点已
嘶哑得几乎发不出声音。再三确
认可以简单交流后，她艰难地说
出 了 几 个 字 ：“ 力 所 能 及 ， 武 汉
加油！”

“ 集 团 不 仅 强 调 内 部 防 疫 工

作，也一直在关注社会需求。这几
天，我们一直在主动寻找求助信
息，尽量想办法联系医院和防疫
点，希望能尽一份绵薄之力。”许
淑敏说，自疫情暴发以来，博洋集
团始终关注着疫情发展的最新动
态，发动了全公司近 7000 名员工
主动搜寻求助信息。

1 月 30 日下午，该集团管理层
在某个全国电商经理人的微信群内
了解到，为了控制疫情，武汉市第
六人民医院 （江汉大学附属医院）
暂时关闭中央空调，医护人员急需
1320 套羽绒服御寒。

“消息一出，我们辗转确认信
息 无 误 后 ， 整 个 管 理 层 高 速 运

转，当时已将近晚上 11 点。”博
洋 服 饰 物 流 总 监 马 鹏 军 告 诉 记
者，集团董事长亲自挂帅，组成
工作专班落实捐赠事宜，考虑到
疫 情 及 武 汉 当 地 门 店 的 库 存 不
足，他们当晚紧急决定，采取总
仓发货空运的方式，直接向武汉
六院定点捐赠。

1 月 31 日早上 8 点，经过严格
的筛选及检查，5 名物流小组专项
工作人员，火速投入发货工作当
中。1320 件羽绒服，根据当地医
院的需要，被拆分细化成 4 款女装

（860 件） 和 2 款男装 （460 件）。
“为了和时间赛跑，集团在内

部开了绿色通道，经过查询数据、

选款、配货、扫描出库 4 道工序，
5 个人花了将近 6 个小时。”马鹏军
说，当天晚上 11 点，1320 件羽绒
服从萧山机场起运，直达武汉——
从成立工作专班到物资启运，整个
流程未超过 24 小时。

“我们董事长再三强调，要找
到最需要的地方和人，定点定向
捐助。”博洋集团相关负责人说，
为了抗击疫情，博洋人一直在行
动。他们也欢迎社会各界积极提
供线索，该集团可提供抗寒的棉
被 、 衣 物 等 。 线 索 信 息 可 发 送
至：byjf@china-beyond.com。

“捐赠不会停止，直到打赢这
场防疫战。”该负责人说。

1320件暖心“宁波装”空运武汉

本报讯（记者陈朝霞 通讯员
李叶馨 陈鸿奎） 穿着防护服、戴
着护目镜，每天高强度工作八九小
时。记者前天在海曙区第二医院
24 小时发热门诊见到内科主治医
师陈虹时，她已奋战多日。为大家
舍小家，还让陈虹无法和外婆见上
最后一面，成为她心底的遗憾。

疫情开始后，陈虹主要负责诊

疗发热患者及为留观患者采样，每
天防护口罩紧绷在脸上，留下一道
道勒痕；为节约防护服，减少脱卸
次数，她一天喝不了几口水，导致
嘴唇长时间干裂。

忙于奋战一线，陈虹无暇顾及
家庭，年前就将儿子和住在她家、
患有心脏病的外婆送到了父母家。
外婆的身体状况一直不好，有时半

夜出现不适，父母经常打来电话询
问她应对方法，她只能通过电话告
知，没时间回家帮忙。

除夕夜，陈虹妈妈打来电话：
“外婆想见见你。”正在值班的陈虹
只能拒绝：“我现在忙，忙完这阵
我会来看望外婆的。”这让她失去
了见外婆最后一面的机会。

正月初二，陈虹母亲来电话：

“外婆去世了，赶紧回来吧！”接
到电话，陈虹虽然难过，但还是
坚 持 着 交 待 好 工 作 ， 安 排 妥 当
后，才匆匆赶回去。处理完家里
事务后，她又急忙赶回医院，重
新投入工作。

这次，让陈虹伤感的是，原本
打算年后完成外婆心愿，拍一张全
家福，现在再也无法兑现了。

每天在一线奋战八九小时

海曙医生没有和外婆见上最后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