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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廖业强） 随着我
市老旧小区的改造陆续推进，不少
小区更换了楼道门禁系统。近日，
多名网友在中国宁波网民生 e 点通
群众留言板反映，新的门禁系统让
家里的老人遭遇“数字鸿沟”。

1 月 22 日，编号为“112321”
的网友反映：原门禁系统在楼道门
和居民家中各有一个终端，访客在
楼下拨通门禁系统后，居民在家里
能听到铃声，接起后便可开门，操
作简便。但是，此次新装的门禁系
统却没有入户终端，居民只能通过
智能手机上的 App 来操作。

“逸嘉新园北区三成住户是老
年人，不太会使用智能手机，这
套 新 的 系 统 给 他 们 带 来 很 多 困
扰。”该网友告诉记者，对于新门
禁系统没有入户终端这一情况，供
应商、物业都没有事先通知业委会
和居民。

1 月 28 日，洪塘街道办事处回

复：由于原有门禁已使用多年，相
关零配件市面上已没有供应，导致
原有门禁缺乏维护，整个系统基本
处于失效状态，无法对其进行改
造。即使现在勉强适配新系统，后
续仍面临无法维护的问题。同时，
更换新的门禁系统后，除通用的智
能手机操作开门外，仍保留呼叫物

业管理中心远程开门的方式，能够
满足日常使用。室内可视主机为选
配，如有需要可以自费安装，不存
在强制消费。如果室内配置简易门
铃和一键开锁设备，需要从一楼到
入户重新穿线，涉及工程量较大，
费用较高，这笔费用需要所有居民
分摊。由于并非所有居民有此需

求，故新门禁系统不考虑此项配置。
无独有偶，鄞州区天水华都小

区中的老人反映了同样的问题。小
区居民告诉记者，小区原来有可视
化入户终端，在小区公示的改造总
图上，有“增加单元门门禁”这一
改造内容，并没有说明不安装可视
对讲设备。可小区门禁改造后这个
设备却没了。记者从小区业委会了
解到，他们曾多次向街道索要项目
具体清单和施工预算，但一直没有
拿到。

“老旧小区多以老年居民群体
为 主 ， 改 造 应 多 考 虑 他 们 的 需
求。”网友呼吁，单位应在工程前
期设计、中期施工以及后期收尾阶
段，通过与小区业委会、居民充分
沟通，考虑老人和孩童的实际需
求，如此才能让百姓有更多幸福感
与获得感。

发现身边不文明，请您继续通
过以下方式反映：

1、拨打热线81850000
2、微信搜索“nb81850”，关

注后直接留言
3、登录中国宁波网民生 e 点

通

小区改造内容未告知

门禁“数字鸿沟”难煞老人家

逸嘉新园北区居民向记者展示用智能手机上的App开门。
（廖业强 摄）

周家瑜 张燕 水微娜

昨日上午，轨道交通城隍庙站
多了两名“新成员”——一个是为
防控疫情开发的防疫机器人，另一
个是多功能机器人“小轨”。防疫
机器人能自动检测乘客的体温，并
识别绿码。“小轨”则能为乘客查
询票价、时刻表等，还能带路、唱
歌跳舞并辨别一些不文明行为。

活泼的“小轨”在城隍庙站 A
出入口一亮相就吸引了乘客们的注
意。昨天上午，记者现场与它“密
切接触”。在询问它当日的天气情
况后，机器人“思索”一两秒，不
紧不慢回答道：“海曙区今天晴转
小 雨 。 最 低 温 度 6℃ ， 最 高 温 度
14℃。”在另一个出入口，防疫机
器人也尽职地测量着每一个路过它
面前的乘客的体温，时不时报出

“体温正常，请出示绿码”。
“这个防疫机器人让我的工作

轻松了很多。特别在乘客很多的时

候，机器人可以包揽测温和查看
绿 码 的 工 作 ， 我 可 以 专 注 于 安
检。”城隍庙站的工作人员感慨。
据轨道交通运营负责人介绍，防
疫机器人的投入，是为了降低人
员交叉感染风险，减轻工作人员的
防疫压力。在接下来的一个月，它
将 化 身 地 铁 “ 守 护 员 ”， 为 春 运

“护航”。
“在找不到工作人员的时候，

用这个机器人会很方便。”市民蒋
女士尝试让“小轨”带她去买票后
如此评价，“但是不知道它能不能
听懂中老年人的‘灵桥牌’普通
话？”令她欣慰的是，“小轨”是可
成长型的机器人，通过与乘客的互
动，能够更好地为乘客服务。

据悉，服务型机器人的投放试
用是宁波轨道交通智能化服务的探
索，旨在创新轨道交通与乘客的沟
通渠道，提升车站的服务质量。后
续，宁波轨道交通将根据乘客反
响，进行优化升级。

能筛查体温、提供站点咨询，还会唱会跳

宁波地铁站来了机器人“服务员”

▲防疫
机器人能识
别体温及人
脸。

◀多功
能 机 器 人

“小轨”。

（ 周 家 瑜
张燕 摄）

本报讯（记者陈敏 通讯员谢
美君） 这段时间，鄞州二院的医护
人员忙着捐款，他们通过微信群、
朋友圈等渠道，自发组织了一场爱
心接力。他们的捐助对象是一位深
明大义的父亲，是一个知恩图报的
器官捐献者家庭。

昨日上午，当鄞州二院肾移植
中心常务副主任唐莉、OPO （器
官获取组织） 办公室主任章娉等专
程来到捐献者家属王师傅家中，将
一笔上万元爱心款和慰问品交到王

师傅手上，这个朴实的汉子激动得
热泪盈眶。

16 年前，王师傅被查出患有
尿毒症。就在他走投无路、徘徊于
生死边缘时，一个捐献的肾源挽救
了他和他的家庭。在鄞州二院成功
接受肾移植术后，王师傅身体慢慢
恢复。10 多年来，除了每月一次
到医院随访复诊外，他终于又过上
了普通人的日子，靠着自己的手艺开
了一家理发店，一家四口以此为生。

就在新年即将到来之际，一场
不幸却再次降临这个家庭。王师傅
21 岁 的 女 儿 不 幸 遭 遇 意 外 脑 死
亡。悲痛之余，坚强的王师傅和家
人经过商量，毅然做出了捐献女儿
器官的决定。他主动找到医生，提

出了这一想法：“我自己经历过，
知道等待移植是什么滋味!”

2020 年的最后一天，王师傅
的女儿成为宁波市第 237 例器官捐
献者，她捐献的一肝两肾和一对眼
角膜很快移植到 5 名患者身上，给
5 个家庭带去了新的希望。

巧的是，负责启动器官捐献流
程的红十字会协调员正是当年在移
植病房里照顾过王师傅的护士、现任
鄞州二院 OPO 办公室主任的章娉。

“做了近 10 年协调工作，很少
有家属主动提出捐献，王师傅是我
碰到过的第二个这么做的人。”章
娉说，医院里的很多同事是王师傅
的老熟人，这么多年的随访、治
疗，彼此间早就建立了深厚的情

谊。听说王师傅一家的不幸遭遇和
大义抉择后，大家纷纷表示愿意伸
出援助之手，帮这个家庭渡过难关。

募捐倡议在鄞州二院一经发
出，应者云集。医护人员的微信
群、朋友圈随之热闹起来，爱心善
款不断汇聚。

“希望我们的一点心意，能够
给这家人带去些许安慰和温暖。”
鄞州二院党委书记翁国斌等院领导
也纷纷表达了自己的爱心。

与善款一同交到王师傅和家人
手上的，还有两名肾移植患者的感
谢信。

章娉说，这就是爱的传递，是
生命的延续，也是她们从事这份工
作的意义。

医护人员爱心接力

鄞州二院为器官捐献者家庭募捐爱心款

昨天，随着农历牛年新春佳节
的临近，宁波市天一广场处处张灯
结彩、喜气洋洋，营造出欢乐、祥
和、喜庆的气氛，人们置身其中，
感受到浓浓的年味。

（周建平 摄）

张灯结彩
年味足

本报讯（记者何峰 通讯员胡
青蓝） 写春联、剪窗花、拍摄全家
福⋯⋯窗外鹊登枝头春气始，家风
馆暖意融融合家欢。昨天是腊月
廿三，新宁波人家庭代表来到海
曙区古林镇茂新村参加宁波市“把
爱带回家”新宁波人家风馆寻年味
活动。

“今天是小年，大家在这里体
验写春联、剪窗花，热热闹闹，很
有过年的气氛。虽然寒假不能回湖
南，心里有点遗憾，但留在宁波
也很好，可以过一个有意义的春
节。”吴莹是一名初一的学生，在
古林镇剪窗花达人的指导下，她
正饶有兴致地剪着窗花。吴莹的
父亲吴正波告诉记者：“留在宁波
过年，处处感受到温暖，感受到浓
浓的年味。”

在活动现场，每户“新宁波
人”家庭代表领到一个新年礼包。

“礼包里有各种零食，我很喜欢。”
吴莹说。

参加活动的新宁波人家庭代表
纷纷在家风馆前定格这份美好和团
圆，拍摄全家福。

“全家福拍摄完没多久，主办
方就贴心地把照片打印出来，还帮
我们装进精美的相框里。春节不能
回家，把照片寄给家里的老人，让
他们知道我们一家在宁波‘都挺
好’，让他们放心。”来自江西的陈
晶仔细填写好邮寄地址，把照片和
新年礼包、春联、窗花交给快递
员，把“爱”寄回家。

据悉，该活动由市妇联、市文
明 办 主 办 。“ 我 们 在 现 场 安 排 了

‘把爱带回家’免费邮寄服务。虽
然很多新宁波人留甬过年，但可以
用另一种方式‘把爱带回家’。虽
然身在不同的城市，但家人的心永
远在一起。”市妇联相关负责人说。

写春联、剪窗花、拍摄全家福

新宁波人家风馆寻年味

本报讯（记者陈朝霞 通讯员
张昊桦 袁怡）“山货卖得红火，

‘红包’如期而至，太高兴了！”昨
天，在四明山区的海曙区章水镇字
岩下村文化礼堂，百余名村民收到
了民革宁波海曙四支部联合北辰地
产集团宁波党支部志愿者团队发放
的 17 万元山货销售款，人人喜笑
颜开。

自 2017 年开始，民革宁波海
曙四支部与字岩下村开展了“山货
下 山 ” 精 准 帮 扶 项 目 。 每 年 年
底 ， 该 支 部 会 和 中 共 党 员 志 愿
者、热心社会人士来到村子，在
村干部的帮助下，将村民家中的
番薯粉丝、笋干等山货打包装车
下山进行销售。

去年年底，为了切实提升村民
的劳动价值，收到更“厚实”的红
包，民革宁波海曙四支部联合北辰
地产集团宁波党支部，聘请了专业
设计与画师，从品牌名称、品牌口
号、包装设计、包装工艺等着手，

系统地打造高品质包装和品牌，提
升了产品附加值。

“现在有不少村民的山货产品
已经出现在北京市民的餐桌上。”
北辰地产集团宁波党支部书记刘曙
伟介绍，依托该集团的线下商铺和
线上平台，村民的山货已经飞往全
国各地，四明山里的这些鲜美山货
将为更多的人所认识，“我们会继
续和民革宁波海曙四支部一起推广

‘山货下山’精准帮扶项目，将其
打造成宁波的一个扶贫品牌和标
签”。

“去年年底装车的 3000 多公斤
山货，没想到能卖这么多钱！村民
的收入真是一年比一年高。”字岩
下村党支部书记戴嘉定兴奋之情溢
于言表。

当天，除了为村民发放山货销
售款，志愿者团队还带着团队成员
和社会热心人士捐助的红包和油、
米等物资，慰问了村里的困难家
庭。

“山货下山”卖得火

海曙字岩下村
村民领到17万元“红包”

本报讯 （记者张凯凯 通讯
员陈泽州 吕琼） 昨日一早，海曙
区鼓楼南门广场上，数十名来自环
卫等行业的户外工作者从志愿者手
中接过新年“福袋”，并在现场写
下了新年愿望。环卫工人张大姐看
了眼“福袋”中的保温杯、护手
霜、口罩、围巾等冬日用品，脸上
露出了灿烂的笑容。

记者了解到，这场主题为“阿
拉都是宁波人·留在宁波过大年”
的送温暖活动，由宁波市城管义工
协会、市综合 行 政 执 法 局 团 委 、
市市政设施中心、百迅公益基金
和浙沁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等单位
发起。现场活动结束后，志愿者
兵分 3 路，先后来到 15 处点位，向
在岗的户外工作者送上“新年礼

物”。
百迅公益基金负责人王晓介

绍，从设计之初，这份新年“福
袋”就是冲着“小而实用”的目标
去 的 。“ 里 面 装 有 保 温 杯 、 护 手
霜、医用酒精、口罩等物品，尽管
价值不足 200 元，但都是大家日常
生活用得到的。”

记者了解到，此次新年“福
袋”一共 100 份，受益对象包括环
卫保洁工人、市政工人、园林工
人、执法协管员、外卖小哥等户外
工作者。“户外工作者留甬过年、
守护城市，我们动员大家送上祝福
表达谢意，这是很有意义的一件事
情。我们将继续把宁波的爱心与文
明发扬下去。”市城管义工协会秘
书长刘拥军说。

城管义工冬日福袋
“暖了”户外工作者

本报讯 （记者张昊 通讯员
谢燕彬） 紫燕梳春早，金牛犁福
勤 。 昨 天 ， 由 市 文 明 办 主 办 的
2021 年宁波市“家风伴我行”主
题系列活动暨我们的节日·春节活
动在慈溪长河镇垫桥村举行，传家
训、美家风，在新春佳节来临之际
讲好宁波好家风故事，引领广大家
庭传承和弘扬爱国爱家、相亲相
爱、向上向善、共建共享的社会主
义家庭文明新风尚。

“来，大家看镜头，笑一个！”
来自宁波市摄影家协会的摄影师

“咔嚓”一声按下快门，拍下百岁
老人朱菊宝一家的全家福，记录下
了家庭最美好的瞬间，晒出家的幸
福，传递家的温暖。

摄影师胡涂说：“今天我已经
为数十个家庭拍了全家福，为留甬
务工人员拍新年照，感觉非常有意
义。希望通过这种方式，传承好家
风，弘扬文明新风。”

在垫桥村文化礼堂广场，宁波
市书法家协会的会员以“挥毫迎

春”的形式写家风、树新风，“忠
厚传家久、诗书济世长”“中国之
美耀神州、廉洁之风扬天地”⋯⋯
大红喜庆的春联吸引村民们驻足观
看。来自贤江小学的同学们用稚嫩
的小手用心写下“福”字，热情地
赠予来参加活动的老少村民。舞台
中央，文艺志愿者通过戏曲、快板
等形式，融入新时代家风家训、家
庭美德等文明元素，展示温暖的邻
里故事和文明风尚。

市 文 明 办 相 关 负 责 人 表 示 ，
春节是万家团圆、共享天伦的美
好时分，承载着厚重的中华传统
文化，是我们传承家风家训实践教
育的最好时机：以德治家、文明立
家、忠厚传家，过个“传承年”；
沉下心来陪伴家人，过个“孝敬
年”；用传统文化浸润思想，过个

“文化年”。通过这样的活动，进一
步 弘 扬 中 华 民 族 传 统 家 庭 美 德 ，
培 育 良 好 家 风 、 构 建 和 谐 家 庭 ，
共同营造文明健康、欢乐祥和的节
日氛围。

迎新春，传家风

我市举行“家风伴我行”
主题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