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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年 前 ， 她 身 负 18.6 万 元 债
务，突然杳无音信；他虽然赢了官
司，却始终没拿到钱。7 年后，她
突然现身说要还款；了解原委后，
他被她的坚毅和诚信打动，不仅主
动放弃部分债权，还捐款给她。在
凉风乍起的初秋，这两个普普通通
的宁波人之间的一场债务纠纷，温
暖了无数人的心。

买方突然失踪
卖方近20万货款打了水漂

她叫王娟，他叫郭华，均是慈
溪人。郭华的厂子，主要生产饮水
机的零部件，王娟的厂子组装饮水
机 ， 两 人 就 此 结 识 ， 业 务 往 来
频繁。

“虽说她的厂子不在慈溪，但
她是慈溪人，一直以来合作也不
错，互相之间很信任，因此就没有
签订书面合同。”郭华说，每次王

娟从他这里进货后，都会给他出具
欠条。

到 2010 年 2 月 ， 王 娟 欠 郭 华
19.6 万元货款没有支付。郭华多次
催要，王娟仅支付了 1 万元，此后
因种种原因一直未支付余下的 18.6
万元。

2013 年 1 月，郭华将王娟诉至
慈溪法院，然而意外的是，此时王
娟已不知去向。

法院依法审理，支持了郭华的
诉讼请求，判决王娟支付货款 18.6
万元。但是因王娟名下没有可供执
行的财产，又找不到王娟本人，案
子陷入僵局。2013 年底，这起债
务纠纷案件程序性结案。

“当时真的傻眼了。一直觉得
还不错的合作伙伴，不知道为什么
突然失踪。想着这笔钱肯定是收不
回来了。”郭华回忆说。

7年后她主动来还钱
当年失踪是“另有隐情”

法官和当事人都觉得执行无望
的案件，没想到迎来了转机。

“法官，我想还清 7 年前欠的
一笔债务。”今年 8 月底的一天，
一名略显病态的中年妇女走进慈溪
法 院 执 行 大 厅 ， 开 口 对 值 班 法
官说。

时隔多年，怎么现在才来还
款？心有疑惑的法官仔细询问起
来，才了解原来是这起案件。

那么，当年为何突然消失呢？
“我并不是不想还钱，实在是

没有办法。”王娟慢慢打开了话匣
子，原来，因企业经营不善，再加
上患有严重的扩张型心肌病，7 年
前王娟的日子是“雪上加霜”。为
了治病，她无奈成了“逃避者”，
但辗转外地就医的这些年，她心里
始终惦记着这笔债务。

2018 年 10 月，王娟进行了心
脏移植手术，其间花费了巨额的
医药费用，家庭状况更是每况愈
下。康复期后，她便开始想着能
尽快还清这笔欠债，了却多年来
的心结。

但限于生活实际情况，缺乏足
额履行能力，王娟找亲戚朋友想尽
办法筹钱，也仅仅凑到了一部分。
此次她主动回来，就是想通过法
官，帮她与郭华取得联系，双方好
好坐下来，就还款的事情谈一谈。

了解原委后
他的举动让人感动

“接到法官的电话，我真的很
诧异，都已经过去 7 年了，没想到
她 自 己 又 找 回 来 了 。” 郭 华 告 诉

记者。
后来，王娟也给郭华打了电

话，向他表示了歉意，并将事情的
始末原原本本告诉了他。

9 月 初 ， 两 人 按 照 约 定 的 时
间，来到了法院。在调解室内，7
年之后才见面的原被告，多少有些
局促。翻看了王娟的病历证明和相
关材料后，郭华沉默了一会儿，然
后提出一个让法官和王娟都惊讶的
提议：愿意放弃部分债权。

“也没想那么多，就觉得她也
挺不容易的。虽然说我的工厂受疫
情影响比较大，但是她这些年来不
断与疾病抗争，7 年后又来还钱的
诚信，感动了我。”郭华说。

最终，在法官的耐心协调下，
郭华和王娟达成和解，王娟归还 5
万元，郭华放弃余款追索，双方就
此案结事了。

可就在法官要拟和解协议时，
郭华忽然表示，愿意捐助 2.5 万元
用于王娟日常生活治疗所需。“大
家生活都不容易，若不是我也有点
拮据，这钱可以一分不要。”郭华
的一句话，让在场的每一个人瞬间
湿了眼眶。

“一方坚持还款、诚信履约，
一方主动减债、仗义相助。人性的
柔软，诚信的力量，让人动容。”
法官感慨。

失踪7年的她主动申请要还债
了解原委的他主动减债并捐款
这起债务纠纷的结局温暖了无数人的心

本报讯（记者厉晓杭 通讯员
顾维娜）“桂子云中落，天香云外
飘”，又是一年桂飘香。前天，“百
年金桂，清香大碶”北仑大碶街道
第五届乡村旅游桂花节在塔峙岙社
区西岙村如期举行。

漫天的“香林桂雨”吸引游客
慕名而至，整个村子如过节般热闹
非凡。西岙村素有“浙江桂花第一
村”美誉，村里有 300 余棵百年金
桂树，树龄最大的超过 550 年。当
地村民有制作桂花茶、糖桂花的习
俗。桂花开时，未到塔峙先闻花
香，整个塔峙岙里花香四溢。

前天一大早，大碶塔峙岙岙底
的百年金桂林里就已经人头攒动，
好不热闹。桂花节在塔峙岙本地村
民自编自演的舞狮表演中拉开帷
幕。活动现场，主办方为游客开启
了塔峙大阿嫂用独家秘方亲自窨制
的 2020 年第一缸“桂花龙井茶”，
在茶艺师的诗画演绎下，共享一场

“春与秋”的相遇。
金桂林下，挑箩筐游山叫卖此

起彼伏；桂花手作区，精美的桂花
香囊，别致的桂花蒲扇，甜滋滋的
糖桂花制作，带来亲自体验的乐
趣；锋领惠民美食一条街中的造型
古朴摆设，桂花糖人、桂花糕点、
家酿糖桂花等农产品，让人大饱口
福；游步道上的趣味小游戏、“知
桂识花”展更是让人流连忘返。

最后的“打桂花”是每年桂花节
中重要的环节之一，一根竹竿挥下，
纷纷飘落的桂花为大家带来了丰收
的喜悦。市民董女士说：“久居城区，

生活节奏快，在乡村感受一场漫天
飞舞的桂花雨，很是风雅。”

塔峙岙社区牢牢抓住桂花资
源 ， 成 立 “ 塔 峙 大 阿 嫂 公 益 基
地”，在社区、基地积极牵头下，
村民们将原先荒废的金桂林重新修
整，使桂花收购和金桂林的养护工

作有了更好的保障。在社区的进一
步推动打造下，桂花旅游产业的蓬
勃发展，更是让桂香飘得更远，村
民得到实惠。

据悉，去年西岙村桂花产量
1200 余公斤，200 余位“塔峙大阿
嫂”将其制作成糖桂花、酿成桂花

酒，统一包装后对外销售，增加村
民收入。

此外，“塔峙大阿嫂”还在大
碶百年桂花基地、杨梅基地、五
针松基地建立了“田间学校”，为
广大农民打通产业技术“最后一
公里”。

北仑西岙村300棵百年金桂又飘香

本报讯（记者孙佳丽） 在草湖
食品南塘店，层层叠叠的纸质礼盒
俨然成了吸引市民的新招牌。但最
受市民欢迎的，依旧是用食用级油
纸包装的老牌苏式月饼。“以前月
饼的礼盒包装大多华而不实，拆起
来都费劲。这种轻包装就很好，不
花里胡哨，吃起来也方便。一张油
纸 包 着 8 个 月 饼 ， 一 家 人 分 正
好。”昨日上午 10 点，市民陆女士
提着塑料袋走出店铺，袋子里足足
装了 6 卷月饼。

今年，在国家号召厉行节约、
反对浪费的大背景下，宁波的糕点
行业也掀起了环保节约之风。据业
内人士介绍，过度包装的现象原本
在节庆礼盒方面十分普遍。以月饼
礼盒为例，普通月饼礼盒的包材成
本就占到了总成本的 30%以上，越
是高档的月饼礼盒包材成本越高，
甚至超过了月饼本身的成本。同
时，越复杂的礼盒，人工包装成本

也越贵。尽管这样的包装看起来很
有“派头”，但最终还是由消费者
买单。

“普通的月饼礼盒包装有两三
层 ， 我 们 把 包 装 几 乎 全 变 为 一
层。”据宁波草湖食品有限公司负
责人杨六君介绍，作为传承上百年

的浙江老字号品牌，草湖食品传承
了古老的包装方法，用一张成本仅
几毛钱的食用级油纸把 8 个月饼打
包为一卷，平均每卷的定价在 20
元左右。若是 8 个月饼全部独立包
装，那每份的零售价最起码会上涨
到 40 元。

若是消费者想用来送礼，草湖
食品在月饼礼盒设计上也进行了创
新，形式上尤其注重简约环保，其
中卖得最好的是一款“草湖暖月”
的礼盒。消费者从一卷卷不同口味
的月饼中挑选自己中意的，放入印
有“草湖暖月”的硬纸盒中，定制
自己的专属礼盒。

不过，为了能在竞争激烈的糕
点市场脱颖而出，宁波很多老字号
品牌在外包装的设计上花费了不少
心思。

赵大有百年老字号鼓楼礼盒采
用纸质包装，内包装简洁明了地展
示了宁波特色糕点，外包装上则印
上了鼓楼的素描画；蒋家龙门千层
饼礼盒看起来不大，但主打“情怀
牌”，满含民国风韵；日盈“宁波
味道”礼盒的包装则将宁波的标志
性景观“天一阁”“河姆渡”“外
滩”等融入其中⋯⋯

消费者对此十分买账。其中，
宁波市赵大有食品有限公司出品的
礼盒，包材成本平均占到总成本的
15% 至 20% ， 两 个 多 月 卖 了
2000 盒。

简约环保 主打地方特色

节庆礼盒“脱下华服、轻装上阵”
浪费可耻 节约为荣

草湖食品推出的“草湖暖月”月饼礼盒。 （杨六君 摄）

本报讯（记者周琼 通讯员徐
铭穗） 昨天下午，在国科大宁波华
美医院，市民施女士成为我市使用
手机端医保电子凭证扫码就医第一
人。市医保局有关负责人告诉记
者，随着医保电子凭证加速落地推
进，参保市民可以不再依托实体卡
片，通过医保电子凭证，实现医保
结算的全国通用、跨区域互认。

据介绍，医保电子凭证是由国
家医保信息平台统一生成、参保人
办理医保业务的电子凭证；医保电
子凭证全国通用、跨区域互认，不
再依托实体卡片；参保人员在定点
医院和药店就医购药时，扫描手机
端医保电子凭证二维码即可完成结
算；同时医保电子凭证可应用于医
保查询、参保登记、报销支付等医
保各种业务场景，一张电子凭证，
可以办理所有的医保业务。

目前，参保人员可通过国家医
保服务平台、浙里办、中国农业银
行、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建设银

行、中国银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支付宝 （中国） 网
络 技 术 有 限 公 司 APP 等 渠 道 申
领、激活医保电子凭证。

据悉，作为医保电子凭证首期
试点单位的国科大宁波华美医院、
宁波四明大药房有限责任公司四明
大药房连锁店、宁波彩虹大药房有
限公司联丰大卖场连锁店等 3 家试
点医药机构已完成医保电子凭证应
用改造，激活医保电子凭证的我市
参保人员在上述几家医药机构出示
医保电子凭证可直接扫码完成就医
支付；同时，国科大宁波华美医院
还完成了异地就医医保电子凭证应
用改造，省内其他地市参保人员也
可以在国科大宁波华美医院使用医
保电子凭证直接就医结算。

下一步我市在各区县 （市） 定
点医药机构开展医保电子凭证应
用，全面推广应用医保电子凭证，
逐步覆盖到全市所有参保人员和定
点医药机构。

医保电子凭证
在我市实现首刷
无须再依托实体卡片

本报讯（记者周琼 通讯员刘
志勇 王志勇） 用 最 低 68 元 保
费，撬动最高 200 万元的保障。昨
天下午，由市总工会牵头，市人民
政府金融工作办公室、宁波银保监
局共同推出的宁波职工普惠型补充
医 疗 保 险 项 目 “ 工 惠 保 ” 正 式
发布。

“工惠保”的购买人群 （覆盖
职工及其家属） 包括宁波城镇职工
和城乡居民基本医保参保人，对购
买人没有年龄和健康状况的限制，
保费按年龄划分，50 周岁及以下
和 50 周岁以上参保人的保费，分
别为 68 元和 168 元。市总工会有关
负责人告诉记者，根据他们对居民
医疗费用情况的调研，对这款职工
普惠型补充医疗保险项目进行了设
计，保障范围既包括医保目录内，

又包括医保目录外，覆盖住院、门
诊特殊病种及癌症处方外配药。除
保险合同生效前已经罹患 5 种特定
疾病既往症导致的医疗费用外，参
保人在我市基本医保定点医院因住
院（含门诊特殊病种及癌症处方外
配药）发生的合理且必须的医疗费
用，在基本医保、大病保险等报销
后，目录内外费用分别设置起付线
2 万元，目录内 2 万元以上部分报销
100%，目录外 2 万元以上部分报销
75%，最高保障金额 200 万元。

“ 从 基 本 医 疗 保 障 、 大 病 保
险、职工互助到普惠型补充医疗
险，我们希望，通过创新服务形
式，一层一层织密防护网，尽可能
防止重特大病患者因病致贫、返
贫 。” 市 总 工 会 有 关 负 责 人 告 诉
记者。

为因病致贫、返贫扎起“防护网”

市总工会推出普惠型
补充医疗保险“工惠保”

记 者 张凯凯
通讯员 范奕齐

“喷香的米饭哪里来？白白的
大米煮出来；白白的大米哪里来？
黄黄的稻谷碾出来；金黄的谷子哪
里来？农民伯伯种出来。一颗米，
一滴汗，爱护粮食一起来。”记者
近日走进鄞州区潘火街道德培幼儿
园 ， 远 远 听 见 儿 歌 声 。 8 月 份 以
来，这首童谣几乎成了幼儿园园
歌，孩子们把它唱进了心里，唱出
了行动。

“ 一 个 月 时 间 ， 12 个 班 级 近
400 名师生餐厨垃圾从原来每天 30
公斤减少到现在的 10 公斤，减量
率达到 66%。”德培幼儿园的园长
黎芬说。

对于上幼儿园的孩子来说，让
他们学会“光盘”其实并非易事。
黎芬告诉记者，这与菜品的种类、
味道，孩子们使用餐具的习惯等都
有关系，尤其是菜品味道好，孩子
才不会浪费。

为了让师生“光盘”，近期，
幼儿园的厨师们开展了“同菜不同
艺”厨艺大比拼活动，普通的菜制
作出不一样的口感，同样的素材探
索多样化烹饪。“我们相互品尝，
互相学习，简单的番茄炒鸡蛋都有
好几种口味，然后通过小朋友喜欢
的程度最终确定这个菜由哪位厨师
掌勺。”厨师张阿姨介绍。

现在，德培幼儿园评选出了孩
子们最爱吃的十道家常菜，可以不
重样地做给孩子们吃，小家伙们几
乎人人“光盘”。

德培幼儿园是宁波垃圾分类的
领头学校，从 2015 年至今，他们
用 5 年时间走出了垃圾分类的“德
培模式”，成为宁波诸多学校争相
学习的榜样。

自 8 月 12 日起，学校开始了
“光盘行动”。每天孩子吃完午饭，
生活老师会将班级里的餐厨垃圾送
回食堂，由食堂人员统一收集。食
堂人员对每个班级的餐厨垃圾量进
行称重记录，及时公布。

鄞州德培幼儿园
一个月餐厨垃圾减少66%

刘云海

据 9 月 28
日 《宁 波 日

报》 16 版报道，近年来，不少家
长为了给孩子取一个与众不同的名
字，会将生僻字加入孩子的名字
中。龘靁蘡燚、赑曌骉叕、翳禤瓛
翾……这些看着像二维码一样复杂
的字，竟然还真有家长用来给孩子
取名。

市民姓名中包含有生僻字的现
象并不鲜见，因姓名中有冷僻字而
上不了户口或办不了业务的现象，
也是常有发生。前些年有报道称，
济南市民宋先生在为孩子办理落户
手 续 时 ， 就 因 为 孩 子 姓 名 中 的

“珮”字属于冷僻字，不在规范汉
字字库中，公安部门无法为其办理
落户手续。尽管在2016年7月公安
部召集工信部、人社部、住建部等

7个部委有关业务主管部门，推动
姓名中含有冷僻字身份证在各用证
部门特别是基层窗口单位全面正常
使用，但现实中因生僻名字办事遭
遇障碍的例子仍然比比皆是。这一
方面固然反映了某些部门字库系统
更新升级的缓慢迟钝，但另一方面
也折射出市民取名的误区和极端。

在以前，父母给孩子取名一般
过于随意，导致重名者众；如今，
却又过分注重独特性，总想标新立
异，与众不同，于是又产生了很多
冷僻名字。这应当给家长一些警
示：一方面，取名既不能太随心所
欲，完全不当一回事，让孩子因姓
名问题而难堪；另一方面，也不必
过于追求标新立异，给孩子今后的
办证留下后遗症。适当包含一些寓
意，能体现一定的个性，但又不古
怪冷僻，这就够了。

（欢迎投稿，来稿请发民生邮
箱1871684667@qq.com）

取名用生僻字当慎而为之

“塔峙大阿嫂”正在打桂花。 （杨云中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