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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是孩童口中的“垃圾分类奶
奶”，是年轻人挂在嘴边的“辛勤
阿姨”，还是老人们满心心疼的敬
业“小孙”。

她叫孙云云，是北仑区新碶街
道米兰社区城管义工，也是鸿翔锦
园小区的垃圾分类督导员。

4 年 多 来 ， 她 一 直 默 默 坚 守
“岗位”，把垃圾分类当成“新事
业 ”， 全 身 心 投 入 ， 用 执 着 的 行
动、坚定的信念影响着小区每一个
居民，推动垃圾分类落地生根。

与人相处时孙云云总是笑靥如
花、乐观开朗，实际上她今年已经

62 岁了，压在她身上的生活重担
远比想象中要多。

身患甲状腺恶性肿瘤的孙云
云，于 2008 年、2012 年做了两次
手术，第二次手术很成功，但留下
了后遗症：两只手完全没力气，生
活需要人照顾。在家人朋友的陪伴
下，她积极康复训练、运动，终于
重塑健康。4 年后，她的丈夫因病
去世。

“在我最困难的时候，是城管
义工的兄弟姐妹帮助我，把我拉出
了黑暗，我无以为报，只想把这种
精神传递下去，尽己所能帮助更多
的人。”孙云云表示。

平日里，她把一半时间投入到
小区垃圾分类工作中，这一坚持就
是 4 年。

记者见到孙云云时，她正辗转
于鸿翔锦园小区的 4 个垃圾投放
点，检查分类情况。这是她每天必
做的工作，早上 5 点至 8 点、晚上

6 点至 10 点，雷打不动 7 个小时。
孙 云 云 说 ：“ 做 这 些 事 我 开

心，所以我并不觉得辛苦。能帮
助人、为社会作贡献，岂不是美
事一桩？”

2016 年 11 月，鸿翔锦园小区
开始进行垃圾分类扫码工作。当
时 孙 云 云 和 其 他 20 多 位 志 愿 者
加 入 了 小 区 扫 码 “ 大 军 ”。 但 两
个月后，其他居民由于各种原因
退出了这支队伍，最后只剩下孙
云云。

“ 既 然 开 始 了 ， 就 要 坚 持 到
底，将工作做好。”这是孙云云的
心声。凭着这个信念，不论是刮风
下雨天，还是天寒地冻、高温酷暑
天，她的身影经常出现在垃圾桶
边，重复着一样的动作：翻垃圾、
拍照、上传、二次分类⋯⋯就这
样，扫码扫了 3 年 5 个月，直到今
年 6 月撤桶并点完成，孙云云才正
式告别了扫码工作。

撤桶并点后，为进一步提高垃
圾分类质量，孙云云没有闲下来。
她开始一户一户上门走访，宣传
垃 圾 分 类 ： 遇 到 不 分 类 的 家 庭 ，
她现场讲解，并叮嘱下次还会再
上门；有些家庭晚上没人，她就第
二次、第三次上门，直到宣传入户
为止⋯⋯

截至目前，她已经上门走访了
600 余户人家。“鸿翔锦园是拆迁
安置小区，一共 26 幢，最高 5 楼，
都没电梯，这 600 多户人家，都是
云姐一层一层爬楼梯去的。”对于
孙云云的辛劳，北仑区城管义工负
责人欧玲钦佩不已。

一天 7 小时的垃圾分类督导工
作，2 小时的护苗志愿服务，还负
责义工文艺队的编舞⋯⋯孙云云将
她所有的时间用来做志愿服务工
作，仿佛有用不完的力气。“只要
我还能动，哪里需要，我就去哪
里。”孙云云表示。

北仑这位奶奶

把小区垃圾分类当成“新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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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蒋炜宁 通讯员
胡艳） 宁波开始推行校园保洁自主
化、校内管理学生化，让志愿服务
常态化。这是记者从近日召开的全
市中小学劳动教育现场推进会上获
悉的。

市教育局相关负责人在接受记
者采访时说，《宁波市教育局关于
加强中小学劳动教育的工作意见》
已于本月下发，旨在引导学生劳动
实践从身边做起。他说，校园是学
生一天活动的主要场所，通过划片
包干方式，组织学生做到“每天一
小 扫 、 每 周 一 大 扫 ”， 并 形 成 制

度，逐步扭转当前部分学校保洁完
全依赖第三方服务的现状，将学校
岗位日常运行打造集培养学生劳动
态度、协作意识、自立自律等公民
基本素养的有力载体，切实树立起

“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的劳动
认知。

据悉，镇海中学卫生保洁从来
不外包，没有一名专职清洁工，校
园内所有公共责任区域划分后，包
干到班级，由各班学生完成“一天
两小扫、一周一大扫”。该校还建
立班级值周制度、义工管理制度，
形成学生自主管理的劳动教育制

度。比如值周，每个班级一学期会
轮到一次，值周班每名学生各司其
职，参与门岗执勤、食堂管理、教
室纪律巡查、两操管理等，在实践
中培养劳动精神。该校还开展校
内、校外和大型社会实践三类义工
活动，要求学生 3 年义工总时长达
到 60 小时。

在推动校园保洁自主化、校内
管理学生化的同时，市教育局鼓励
各地因地制宜设立一些劳动教育试
点项目，联动省、市两级试点项
目，全面引导学校结合自身特色和
地方资源开展劳动实践。

据了解，今后学校要发挥在
劳动教育中的主导作用。中小学
劳 动 教 育 课 每 周 不 少 于 1 课 时 、
职 业 院 校 专 题 教 育 不 少 于 16 学
时 、 每 学 年 设 立 劳 动 周 。 同 时 ，
鼓励各地各校和劳动实践基地开
发劳动教育特色课程，各地教研
部门应该将劳动教育地方教材研
发列入支持范围。各校推动建立
学 生 一 人 一 档 的 劳 动 实 践 档 案 ，
完整记录学生参与劳动实践的表
现和成效，并作为学生综合素质
评价的重要参考和学生成长档案
的内容之一。

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
宁波推行校园保洁自主化、校内管理学生化

本报讯（记者周琼 通讯员吕
凯） 近日，58 岁的戴师傅被聘为
小区垃圾分类桶边督导员，他家的
生活困难问题得到解决。记者了解
到，为了解决城市困难人员的就业
难题，奉化区盘活资源，在主城区
所属的多个无物业小区开发相关公
益性岗位，在保障就业的同时，提
升小区管理服务。

今年 8 月起，奉化人社部门围
绕解决主城区无物业小区遗留问题
较多、各种矛盾突出、居民投诉不
断等问题，积极在 18 个无物业小
区开发了一批公益性岗位，安置就
业困难人员。经过公开招聘，戴师
傅和 57 岁的冯师傅一起成为大田
小区公益性岗位的首批招用人员。
接下来，该小区还将招用 16 人从

事其他公益性工作。
奉化区将在主城区无物业小区

开发 200 个公益性岗位，主要从事
小区夜巡、保洁保绿、垃圾分类等
工作，这样既保障了部分城镇就业
困难人员的基本生活，又能解决老
旧小区的各类疑难管理问题，收到
不错的社会效果。

据悉，为保障这项惠民工作落

到实处，在管理方式上，公益性岗
位招录主要由所在街道面向社会开
展招用，人社部门和财政部门将不
定期对公益性岗位开发使用情况和
从业人员劳动合同签订、社会保险
缴纳、劳动报酬发放、岗位履职情
况等进行检查指导，确保公益性岗
位开发平稳有序开展，积极发挥稳
就业的功能。

奉化在无物业小区开发公益性岗位

本报讯（记者王博 通讯员郑
拓 李力祁） 每天一早，在鄞州区
横溪镇垃圾分类主题公园，不少村
民休闲健身之余，驻足欣赏墙壁上
新增的壁画。一幅幅垃圾分类主题
壁画，吸引了众人的目光。

这是鄞州区首个镇级“垃圾分
类主题公园”，让人们在赏景休闲
之余，还能学习垃圾分类知识。

该主题公园位于金溪村东南
角，由该村河头点的一处闲置地
块 修 建 而 成 ， 占 地 约 500 平 方
米 。 公 园 内 不 但 建 有 休 闲 、 健
身、娱乐等基础设施，还增设了
垃圾分类建筑小品，既做到了资
源的合理配置利用，又起到寓教
于乐的效果。

走进主题公园，“垃圾分类工
作就是新时尚”几个大字映入眼
帘。公园里，垃圾分类宣传标语随
处可见，还有垃圾分类最美志愿
者、最美“桶长”的风采展示。

“孩子们很喜欢这里。”村民张
女士说，这座公园跟其他公园不
同，孩子们能在玩耍的过程中学习
到 连 她 都 不 知 道 的 分 类 小 知 识 。

“特别是那些形象的卡通图案，把
垃圾分类演绎得活灵活现，可以借
助这些形象的垃圾分类小品，教育
孩子如何正确垃圾分类，这样的公
园很有意义。”

据介绍，横溪镇近年来按照
“ 覆 盖 到 位 、 运 行 正 常 、 效 果 明
显、循环利用”的标准，深入普及

生活垃圾源头分类处理。今年以
来，镇机关干部、村社干部及相关
企事业单位负责人带领志愿者上门

指导、桶边督导，探索创新垃圾分
类多元化利用途径，创新推进垃圾
分类“桶长制”、积分制等长效管

理机制，取得了显著成绩。目前该
镇正在全力争创宁波市垃圾分类示
范镇。

横溪再添风景线

鄞州首个镇级垃圾分类主题公园亮相

公园一角。

李 轩

金秋时节，
鄞州区塘溪中心

幼儿园把“课堂”搬进稻田，在一
抹金色的稻浪中，让孩子们察稻
谷、拾稻穗，听农民伯伯讲故事，
笔者不禁要为他们这一活动点一个
大大的赞。

想想我们这一代人，那是在读
大地这本书中长大、在大地的怀抱
中成长的。六七岁就为田里劳作的
大人送饭，再大一点时插秧、割
稻，学习与劳动，那是唇齿相依，
密不可分的。

可如今的孩子，不是在培训班
就是在去培训班的路上。“锄禾日
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
粒粒皆辛苦。”这首 《悯农》 诗孩
子们都能朗朗上口。但是，孩子们
没有亲身体验农耕劳动、没有流过
汗，能说真正理解了这首诗吗？

有小学利用学校现有的一小块
地，让学生开展一年的种植体验活
动。从整理土地到播种浇水、除草
除虫直至收获，学生经历了完整的
种植过程，对自己地里收获的蔬菜
格外珍惜。他们在分享劳动成果时
真正体会到劳动的意义和价值，感
受劳动带来的快乐。

多让孩子读读大地这本书，其
实家庭有更多的自主权，只要把它
作为孩子们成长的重要环节，节假
日多带孩子走进乡村、走进大自
然，出出力、流流汗，一定会有意
想不到的收获。

日本有句名言：“除了空气和
阳光是大自然的赐予，其余一切都
要通过劳动才能获得。”

让孩子们领悟劳动的意义和价
值，孩子们眼睛会更明亮，肤色会
更健康。

（欢迎投稿，来稿请发民生邮
箱1871684667@qq.com）

多让孩子们读读大地这本书

本报讯（记者陈青 通讯员陈
敏健）“一人一艺”五周年了！记
者前天从宁波市文化馆获悉，以

“拥抱艺术，美好生活”为主题，
2020“一人一艺”全民艺术普及五
周年系列活动将于 11 月 27 日至 12
月 19 日举行。

系列活动包括“一人一艺”全
民艺术普及研究发展报告发布会、

“一人一艺”全民艺术普及五周年
展演、“一人一艺”全民艺术普及
五周年成果展、宁波合唱团成立五
周年专场音乐会、“一人一艺”云
直播等七大部分。

11 月 28 日 ， 宁 波 “ 一 人 一
艺”全民艺术普及研究发展报告发
布会将在宁波图书馆报告厅举行，

《宁波“一人一艺”全民艺术普及

发展报告》 社科院蓝皮书将正式向
全国发布，李国新、巫志南、颜
芳、王全吉等业内专家学者围绕

“一人一艺”全民艺术普及工程 5
年来的主要做法和成果进行总结提
炼点评，并对“十四五”期间全民
艺术普及工作进行规划展望。

当天，宁波文化广场大剧院还
将举行宁波市“一人一艺”全民艺
术普及五周年成果展演，分“播
种”“培育”“盛开”“展望”四个
篇章，总时长约 90 分钟，包含声
乐、舞蹈、器乐、戏曲、武术、小
品等 12 个文艺节目，体现悠扬悦
动、热情奔放、亲和亲民的艺术风
格，多媒体手段将丰富晚会的视听
效果。同时，还将进行网络平台的
现场直播。

11月27日至12月19日

“一人一艺”全民艺术普及
五周年系列活动等你来

本报讯（通讯员叶俊松 王晓
峰 记者王博）“砰的一声！我还
以为是电动自行车撞到了大门，出
去一看，是有人丢了一个包裹进
来，打开发现，里面竟是 3 万元现
金 ⋯⋯” 11 月 18 日 早 上 5 点 多 ，
正在值班的鄞州区邱隘镇政府门卫
室保安崔师傅听到声音后赶紧起身
走出门卫室查看，发现靠近铁门处
的地面上有一个包裹，用绿色塑料
袋包着，看上去鼓鼓的。

崔师傅打开一看，里面竟是 3
沓百元钞票，共 3 万元。里面还放
着 一 张 纸 条 ， 上 面 写 着 一 段 话 ：

“感恩党中央领导和地方领导。这
钱给国家防疫情和搞建设！”

崔师傅赶紧把这笔钱交到了邱
隘镇负责慈善工作的负责人吴通文
手里。

事后，通过监控录像查看，发

现 18 日早上 5 点，一位身着大褂、
戴着口罩和帽子的老奶奶出现在镇
政府大门口。老人掏出了一个包
裹，快速扔进政府大院，然后转身
离开，整个过程不到 1 分钟。

由于天色昏暗，加上包裹严
实，老人的身份无法识别。但是看
着老人留下的纸条，吴通文马上想
到了另外一件事。不久前，镇政府
对大门口的一处杂物间进行清理
时，也发现了一个包裹，里面是 2
万元现金。连同现金一起的，也有
一张纸条。经过字迹比对，吴通文
确认，两次匿名捐款的应该是同一
个人。

“ 老 人 的 两 次 捐 助 ， 体 现 了
她的大爱，我们衷心地向她表示
感 谢 ！” 吴 通 文 说 ， 这 笔 钱 将 遵
循老人的心愿，送到鄞州区慈善
总会。

老人凌晨捐款 行善事不留名
一次3万元，一次2万元

本报讯（记者张燕 通讯员甬
轨君）“下午 5 点 37 分，正值晚高
峰，我正巡视到 5 号车厢，门一打
开，5 名乘客抬着一名女乘客出来
了。”宁波地铁 1 号线值班站长周
文谊回忆起 19 日下午那一幕，心
里有紧张，更多的是温暖。那天，
她亲历了一场从乘客到车站工作人
员以及 120 的爱心接力，感受到这
个城市的温度。

19 日下午 5 点半，在霞浦开往
高桥西方向的地铁列车上，突然有一
阵骚动，原来，一名女乘客晕倒在
地、意识模糊。有乘客按下车厢内
的紧急按钮呼叫司机，同时地铁司
机也通过视频监控发现了列车内的
异动。司机马上联系列车即将到达
的江厦桥东站工作人员，希望提供
帮助。

列车很快到站，车内 4 名女乘
客和 1 名男乘客，一起将晕倒的女
乘客抬出车厢，抬到了地铁站台的
石凳上平躺。地铁站的工作人员也
忙着进行接收、安排。从视频上
看，一名工作人员脱下外套垫在女
乘客的身下。

这名垫衣服的工作人员是副站
长穆秀柯。当时女乘客浑身发抖，
虽然已经有其他工作人员脱下衣服
披在女乘客身上，细心的穆秀柯怕
躺在石凳上会着凉，又脱下制服为
她垫上。在焦急等待救护车到来的
同时，大家不断呼唤该名女乘客。
在众人努力下，女乘客慢慢恢复了
一点意识。

这时，女乘客的家属赶到了，
站长曲民悦和一名志愿者一起陪同
晕倒的女乘客前往医院。据了解，
这名女乘客当晚得到了及时救治，
情 况 已 经 好 转 。“ 那 些 帮 忙 的 乘
客，一个都不愿意留下姓名，只说

‘人没事就好了’，然后一个个默默
离去。”周文谊说。

乘客晕倒地铁车厢
众人上演爱的接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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