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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日来，由于疫情防控的需
要 ， 大 街 上 车 辆 不 多 、 行 人 稀
少 ， 但 来 到 市 县 两 级 慈 善 总 会 ，
捐款捐物的爱心人士却是络绎不
绝。

“虽然我捐的钱不多，但这是
我的一片心意！”无论男女老少，
不管来自何方、从事何种职业，是
在职还是退休，他们都怀着诚挚的

爱心，通过捐钱捐物助力疫情防
控。

疫情发生后不久，一批退役老
兵就在战友微信群中自发为抗击疫
情募款，短短两小时就募集了 1.34
万元，并在第一时间捐给宁波市慈
善总会。“虽然我们不能再上战场
杀敌了，但看到我们的后辈，比如
那么多年轻的白衣天使为了人民安
危在奋不顾身、英勇战斗，我们不
能袖手旁观，要为他们加油！”一
位老兵深情地说。

3 日，67 岁的徐亚飞来到镇海
区招宝山街道西门社区，将 3 万元
现金交到社区工作人员手中，请他
们转交区慈善总会。“只要大家团

结一心，没有过不去的坎、打不赢
的仗！”徐亚飞是镇海有名的“慈
善奶奶”，在得知疫情防控物资紧
缺后，她决定将积攒下来的 3 万
元退休金捐出来，用于疫情防控
物资采购。同一天，鄞州区慈善
总会第一任常务副会长王佩，捐
出 善 款 1 万 元 用 于 抗 击 此 次 疫
情。这位情系慈善的老党员，不
仅见证鄞州慈善从无到有，更是
长 期 捐 款 献 爱 心 ， 自 2001 年 至
今，已累计捐款 20 多次，总金额
达 11.8 万元。鄞州区福明街道江
南村党支部原书记虞烈芳也向鄞
州区慈善总会捐款 2000 元。这是
他与慈善的第 16 年“之约”。16 年

来，他已捐给区慈善总会的善款累
计 4.5 万元。

5 日上午，一对姐弟拿着自己
的压岁钱，在妈妈的陪伴下从东钱
湖镇来到了鄞州区慈善总会捐款。
姐姐陈璐璐读初一，弟弟陈家瀚上
五年级，最近的疫情让姐弟俩萌生
了捐出压岁钱的念头。于是姐弟俩
一商量，每人捐 1200 元，一半用
于武汉抗击疫情，一半用于鄞州抗
击疫情。

爱心故事每天都在上演。据统
计，截至 6 日下午 4 点，宁波慈善
总会系统累计接收社会各界防控疫
情捐款 1.87 亿元，支出 7926.32 万
元。

点点滴滴都是爱
——市民踊跃捐款捐物，助力疫情防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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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不断的爱

朱晨凯

据 2 月 6
日 《宁 波 日
报》报道，防

范疫情工作进入关键时期，在慈
溪、江北等地，已有无人机上场当
起了空中“哨兵”，比如发现聚众
行为，无人机立即飞过去喊话提
醒，聚众者瞬间散场。

非常时期应严禁聚众行为，毕
竟这几天有不少“前车之鉴”，后
果十分严重。但一些农村地区，受
传统生活习惯的影响，聚集聊天、
打牌的现象也时有发生，如何有效
管理？用无人机巡逻喊话的方式，
性价比很高，是个防控好举措。

性价比高在哪？一是更安全。
人工巡逻虽然直接，但遇到不配合

的，再来点口舌之争，不仅增加治理
难度，消耗精力，也让双方都冒着
感染病毒的风险；二是更全面。无
人机巡逻几乎是无死角的立体式巡
逻，非常时期一些地方实行封闭式
管理，如何更有效发现封闭区域内
的聚众行为，无人机正好补上这个
短板；三是更省钱。慈溪这架巡逻
的无人机是从巡特警大队借来的，
和人工巡逻的费用支出相比，无人
机巡逻的性价比显然更高一些。

如今不少地方采用大数据、无
人机等新手段参与疫情防控，效果
显著，创新背后，不仅是技术发展
回馈社会的体现，也为城市治理提
供了新思路，不妨成为治理工作的
一种“标配”。

（欢迎投稿，来稿请发民生邮
箱1871684667@qq.com）

无人机巡逻喊话，性价比很高

本报讯（记者陈章升 慈溪市
委报道组张天叶 通讯员陈益维）
企业推迟复工，回慈溪交通不便，
交房租的日子又到了⋯⋯这两天，
余杭姑娘辰辰在老家犯了难。得知
她的困难后，慈溪房东郑先生主动
免去她在“抗疫”期间的房租。

辰辰租的房子位于慈溪市浒山
街道，是一套面积约 40 平方米的
单身公寓，每月租金 1000 元。受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影
响，回余杭过年的辰辰一时无法赶
回慈溪。然而，续缴房租的时间到
了。“我的工作属于弹性薪酬制。

人在老家待着，公司不复工，收入
就会缩水。”辰辰说，2 月 5 日，物
业公司通知交房租和物业费，让她
有些发愁，“要续租房子，必须及
时缴费。不租，人在余杭又赶不过
来搬房子里的东西。”

当天，物业公司工作人员将辰
辰的困难告诉了房东郑先生。郑
先生与妻子商量后，决定减免她
的房租。“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
需要每一个人守望相助、共克时
艰。”郑先生说，如果下个月辰辰
还回不了慈溪，他再给她免一个
月房租。

慈溪好房东为外地租客免房租

本报讯（记者王晓峰 通讯
员王岑） 昨天下午，市公安局最
新通报：截至昨天晚上 6 点，全
市 公 安 机 关 共 劝 散 人 员 聚 集
1862 处 ， 关 停 各 类 棋 牌 活 动 、
教育警告棋牌麻将活动 1600 余
起，查处赌博活动 25 起，行政
处罚 42 人。

2 月 3 日下午，在鄞州邱隘镇
邱一村卜嘉新村附近的一块拆迁
地块大棚内，杨某某、刘某某等
5 人在赌牌九，被巡查民警查获，
这 5 人被依法处以行政处罚。

2 月 4 日下午，慈溪胜山派
出所民警在巡逻至辖区一棋牌室
附近时，听到里面“碰”“杠”

“吃”的麻将声此起彼伏。民警
当即将棋牌室经营者龚某和参与
赌博的徐某等 4 人传唤至派出所
调查，并依法予以行政处罚。

当天，慈溪宗汉派出所民警
对辖区出租房进行巡查时，发现
金堂村长房 114 号租房内有人在
进行赌博，遂将打麻将的黄某等
4 名嫌疑人传唤至派出所接受调
查，并依法予以行政处罚。

疫情防控期间顶风作案

宁波公安通报一批聚众涉赌案例

本报讯（记者沈孙晖 通讯员
陈福良 余姚市委报道组谢敏军）
受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
影响，余姚泗门镇的酒店、餐饮
行业龙头——百盛文旅集团损失
较大。但该集团仍善待 50 余名不
能回家的外来员工，免费提供食宿
和防护用品，让他们安心留在第二
故乡。

据悉，百盛文旅集团在泗门共

有 3 家酒店，员工 450 余人。此次
疫情来袭，集团动员本地员工暂时
回家休假，还停止了旗下所有酒店
营业。

对于 50 余名无法返乡的外来
员工，集团免费提供食宿和口罩
等 防 护 用 品 ， 要 求 他 们 不 外 出 ，
注 意 清 洁 卫 生 ， 提 高 身 体 免 疫
力，若有事必须外出一定要正确
戴好口罩。

来自湖北省咸宁市崇阳县的甘
超已在集团旗下的泗门宾馆工作 7
年，往年春节是宾馆最为忙碌的时
期 ， 但 今 年 他 和 同 事 们 格 外“ 清
闲”。“我每天和远在湖北的爸爸、
妈妈、哥哥、妹妹等亲人联系，提醒
他们做好防疫工作。目前，他们身
体都很健康，我留在泗门也更安心
了。”对于集团给予的关爱，甘超
表示等疫情过后要更加努力工作加

以回报。
据介绍，从 1 月 24 日至 2 月 4

日，百盛文旅集团的损失已超过
100 万元，按目前形势预计，损失
还将进一步扩大。而这段时间为妥
善照顾好 50 余名外来员工，集团
每天要花费 2000 多元。

“困难面前，大家一定要坚定
信心、同舟共济。”集团董事长倪
晓锋说。

受疫情影响损失逾百万元

余姚一企业遭遇困难仍善待50余名外来工

本报讯（记者王岚 通讯员
毛高峰 徐佳文） 特殊时期，余
姚市马渚镇一家台球俱乐部内竟
然允许玩家不戴口罩。当余姚市
市场监管局执法人员闻讯进行检
查时，发现这家台球俱乐部还是
无照经营。

这个被抓了“现形”的店，
店名“征服台球俱乐部”。2 月 3
日，执法人员现场发现，该俱

乐 部 内 正 在 打 球 的 人 未 戴 口
罩，当即责令经营者立即停止
经营活动并连夜展开调查。针
对当事人在疫情防控期未办理
营业执照就容留他人在室内进
行娱乐活动的行为，市场监管
部门对当事人下达了行政处罚
告知书，同时协同公安机关对
经营者和娱乐参与者进行严厉
的批评。

无照经营，还不阻止未戴口罩者

余姚这个老板的胆子真够大

村民在国亚群的豆腐摊扫码付款。 （徐铭怿 摄）

本报讯（记者孙吉晶 宁海县
委报道组徐铭怿 通讯员惠晓阳）
四张长方桌上，摆放着一捆捆新鲜
蔬菜、一瓶瓶食用油和酱油，边上
还有一块二维码的牌子⋯⋯昨天上
午，在宁海长街镇对岙洞村村委会
办公楼前，一个无人看守的菜摊引
人注目，不时有村民前来采购。

笔者看到，“无人摊位”的桌
子上有十余种菜品，每件物品都标
注了价格。一个白色塑料盒子里有
面值 10 元、5 元不等的纸币和一些
硬币。前来购买的村民戴着口罩，
从摊位上挑选自己所需的物品。年
纪大的村民直接将现金放在盒子
里，自觉找零，年纪轻的则拿出手
机扫码支付。

这个“无人摊位”是对岙洞村
党支部书记尤建兵提议设立的。对
岙洞村离镇区比较远，村民平时买

菜都去镇区的菜市场。“眼下是疫
情防控非常时期，无人摊位既能减
少村民流动和接触，又满足村民的
日常生活需求。”尤建兵表示，从
1 月 28 日开始，村里就组织两个村
民负责采购蔬菜、米油等必需品。

疫情袭来，菜场、超市等人员
聚集地都存在感染的风险。为保障
村民的“菜篮子”，宁海鼓励在家
门口开设“无人摊位”。在胡陈、
西店、长街等地，一些村把村委会
办公楼开辟为菜摊场地。村民买

菜自助扫码付款，极大地减少了
人员聚集。而这些菜摊也让村民
自己种植的蔬菜和加工的农副产品
有了销路。

在胡陈乡大赖村村口的大樟
树下，村民国亚群开设的摊位上
有 豆 腐 、 油 豆 腐 和 香 干 等 豆 制
品 。 每 天 清 晨 7 点 ， 国 亚 群 称
重、装袋，贴上价码。做完这些
她就回家了。摊位一推出，便受
到了村民的欢迎。国亚群开始还
担心有人拿走菜不付账或少付钱。
但几天下来她完全放心了，每天收
入在 100 元左右。“东西新鲜，离
家又近，这种办法值得点赞。”一
名前来买豆腐的村民说，“价格跟
平时差不多。摊主诚信，我们更要
守信。”

据了解，宁海目前无人卖菜的
摊点已有近 10 家，由于大家买卖
都很诚信，没有发生一桩投诉事
件。宁海县商贸集团负责人表示，
特殊时期，鼓励更多村庄设立“无
人摊位”，确保村民正常生活。

明码标价 按需自取 扫码支付

宁海家门口“无人摊位”受欢迎
保障供应

通讯员 胡丝丽 王佳杰
记者 厉晓杭

“阿爸，你的饭来了。”昨天早上 7 点，提着在家
打好的米糊，北仑区第二人民医院内科护士郑燕琳准
时敲开了病区 13 床顾象华老人的病房。

“小郑，谢谢侬。这段时间要不是你，顾阿爸可
咋办哟？”护工李阿姨连忙接过郑燕琳手中的鼻饲营
养餐。

85 岁的顾象华是北仑白峰街道的五保户，因为
吃饭喝水老是呛咳引起吸入性肺炎，1 月 8 日住院。
为了方便照顾，敬老院特意为他请了护工李阿姨。刚
入住那会儿，北仑区第二人民医院为顾象华准备了营
养液鼻饲。可是老人肠胃吸收不好总是腹泻，只能喂
米糊进行鼻饲。

春节前夕，疫情来袭。医院食堂的条件有限，街
上的粥铺相继关了门，市民也不鼓励外出。顾象华无
儿无女，自己又要 24 小时陪护，这个问题愁坏了护
工李阿姨。

“阿姨，顾阿爸的米糊，这点小事情我来弄。”从
1 月 29 日开始，连续 9 天，郑燕琳每天都会在家用豆
浆机打好一天量的米糊送到病房。为了让顾象华早早
吃上米糊，郑燕琳每天要比平常早起一个多小时。因
为孩子们起得晚，早早出门的郑燕琳只得让家人再给
孩子做早饭。

有了郑燕琳精心熬的米糊，顾象华的精神头好了
很多。看到郑燕琳来了，没法说话的老人会动动手指
表示感谢，有时候泪水还会湿润眼眶。

“小郑总说她做的是小事，可小事也是要下功夫
的啊。”听李阿姨说起，小郑的事被很多病友和同事
知道了。对此，郑燕琳总低调地回应：“与在前线正
面抗击病毒的同事们比起来，这都是小事。”

事实上，郑燕琳的丈夫正在疫情防控一线战斗。

“阿爸，你的饭来了”
暖心护士为五保户老人送爱心餐

前天上午，宁海县
岔路镇的党员志愿者正
在为该镇安置小区的居
民购送蔬菜。为遏制疫
情蔓延，解决“宅”家
居民的基本生活需求，
宁海各地党员志愿者纷
纷开展“代跑”行动，
解决居民的后顾之忧。
（李江林 严龙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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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张燕 通讯员邵
建荣）“突击队已顺利抵达宁波，
所有应急物资安全入库。”昨天，
看着 500 套应急物资顺利入库，宁
波公交集团防疫物资押运突击队临
时负责人杨明这才舒了一口气。

前天下午，市公交集团单雄
海、马忠科、曹伟东 3 名党员作为
防疫物资押运突击队队员，分别承
担驾驶、维修、安保任务，将一批
应急物资从杭州临浦押运到我市镇

海的储备仓库。单雄海说：“500 套
物资，从品种、规格到数量等，都得
一一核对，一点都不能马虎。我和
其他押运突击队队员一站就是 3 个
多小时，双腿冻得也有些麻木了。
但医护人员奋战在一线，比起他
们，我们这点辛苦根本不算什么。”

昨天零点，500 套应急物资入
库清点完毕，顺利交接给仓库方。
据悉，该批物资将由市级有关部门
统一调配使用。

500套应急物资抵甬入库

图为装载的应急物资。 （单马曹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