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见习记者 董惊鸿

春节之后，余姚岚山暖巢服务队
又组织队员，每日走访后朱村 80 岁
以上的老人，给老人洗澡、挑水、送
饭、剪指甲、洗衣服、晒棉被，为他们
送去温暖。

后朱村位于大岚镇北首的山区，
是个典型的“老龄化”村庄，常年留守
的村民仅 380 多人，其中 60 周岁以上
的老年人 270 人、80 周岁以上的 40
人、90 周岁以上的 8 人。

“村里没啥大企业，年轻人只能
出去打工，很多留守的老人平时没人
照顾，生活很不方便。想到自己有一
天也会老，我们便组建了一支志愿服
务队来帮助老人。”岚山暖巢服务队
队员朱海云说。目前，该服务队共有
22 名队员，其中 17 名是党员，其余是
村民代表和村民小组长。

“老人们平时有事，可以打电话
或直接去村委会办公室找我们，我们
每天也会去村里巡视、走访。”朱海云
告诉记者。

88 岁村民沈花友膝下有两个儿
子、四个女儿，平时子女工作较忙，节
假日有空时会来探望老人。平时沈花
友有什么需要，都是岚山暖巢服务队
上门帮忙。记者近日来到后朱村时，
朱海云等服务队队员正在帮老人安

装新的电灯开关。
春节前夕，岚山暖巢服务队特意

为沈花友送去了被子，老人舍不得
盖，一直小心保存着。考虑到沈花友
血糖比较高，队员们隔三岔五过来给
老人量血压、测血糖、量体温。“这些
志 愿 者 就 像 我 家 人 ，一 直 记 挂 着
我。”沈花友拉着记者的手说。临走
前，她还特意给了队员们每人一个
苹果表示感谢。

岚山暖巢服务队特别关注老人
的健康状况，队里有一本 《健康档
案》，上面记载了每位老人的身体状
况。队员们除了经常串门、陪老人
聊天外，还积极发动周围村民探望

独居老人，建立起党员志愿服务队
和村民邻里互助相结合的模式。

有一次上门随访中，朱海云和
朱何仙发现 79 岁独居老人王亚芬从
自留地摔到了高坎下面，情况非常
危急。朱何仙赶紧联系结对医生，
村党支部书记黄建炯开车先将老人
送至镇卫生院救治，后转至余姚市
人民医院就诊。当时，老人的老伴
及两个儿子均在外地，不能及时赶
回来。岚山暖巢服务队帮老人挂了
急诊，将她从生死线上拉了回来。经
过两个多月的住院治疗，王亚芬于今
年 2 月回到儿子家中休养。如今，老人
已能简单下地行走。

岚山暖巢服务队：做山村老人的贴心小棉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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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王博 通讯员 姚鹏东

“夏师傅来了，辛苦你们了，
为你们点赞！”3 月 1 日一早，夏徐
雷来到奉化区尚田街道龚原村送
水，村民们纷纷热情地打招呼。

旱情发生以来，为龚原村供水
的石头岙水库已经见底，小村用水
遭遇困难，眼下自来水每天只能供
应四个小时。为了保障民生用水，
去年 10 月，尚田街道投入十余万
元在村里设置储水桶，由夏徐雷所
在的奉化区水务公司水晶服务队派
送水车，及时将水补充到储水桶。

“该村有 6 个储水桶，每个储水桶
可容纳 10 吨水，基本能保障村民
们的用水需求。”夏徐雷说。

夏 徐 雷 2019 年 从 部 队 转 业
后，分配到奉化区水务公司水晶服
务队工作，主要负责奉化城区自来
水管网抢修工作。从今年开始，他
和队员们除了完成日常工作外，还
作为志愿者帮助弱势群体解决各种
用水问题，其中就包括对尚田街道
龚原村的义务送水工作。

早上 6 时到傍晚 5 时，夏徐雷
要往返村里送水，平均每天送水三
四车，每车 4 吨。他一天来回的里
程数就达到 100 公里。“我们大多
是白天送水，有时村里用水紧缺，
也会连夜送水。”夏徐雷说，每次
送水，要通过梯子爬到 5 米高的储
水桶顶部，用手扶着管道，直到储
水桶蓄满水，“天气最冷的那段日
子，我有好几次因为水压大，被水
喷了一身，头发和衣服都结冰了。”

记者了解到，截至 3 月 1 日 11
时，奉化区大型水库横山水库的蓄
水总量为 1137 万立方米，占控制
蓄水量的 14.86%；小（一）型水库的
蓄水总量为 798 万立方米，仅占控

制蓄水量的 40.9%。目前，该区饮
水紧张和饮水困难人口主要分布在
溪口镇、大堰镇及尚田街道的部分
山区，当地已采取备用水源、车辆
送水、限制供水等相关措施保供
水。“这几个月，和我一样承担送
水志愿服务的共有 6 人，大家分成
三组，确保岗位工作和义务送水两
不误。”夏徐雷说。

每天三四次进村送水，也让夏
徐雷和村民们熟络起来。村民们平
时遇到水表爆裂、水管冻住等问
题，也会向他咨询或请求帮助。这
个元宵节，夏徐雷轮班休息，他本
打算和家人吃团圆饭。午饭时，电
话铃响了，原来是龚原村一位老人
家的水管老化破裂。夏徐雷连忙放
下碗筷赶去维修。他从当天中午
12 时忙到下午 4 时，排查漏水原
因，买水管、换水管，最终帮老人
彻底解决了问题。

夏徐雷：为旱区村民送去爱心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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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 者 陈章升
慈溪市委报道组 张天叶
通讯员 黄天远

“你好，安全头盔不要放车篮
里，一定要戴上。”“阿姨，过马路请
走斑马线。”⋯⋯上周五上午，在慈
溪市附海镇泥牛塘路口，5 名身穿

“红马甲”的新市民志愿者正在协助
交警维护交通秩序。其间，他们对骑
电动车不戴安全头盔、随意横穿马
路等不文明行为进行劝阻，引导市
民安全文明出行。

这 5 名义务交通劝导员来自慈
溪首个新市民(少数民族)志愿服务
站——向玲志愿服务站。在该服务
站 ，像 他 们 这 样 的 热 心 志 愿 者 有
368 名。“2018 年 3 月服务站成立之
初，我们组建了 6 支志愿服务队，
当时有 20 多名少数民族志愿者加
入，大家都想为第二故乡发展贡献
力量。”向玲说，3 年来，他们还
成为新老市民间的“桥梁”，化解
各类矛盾纠纷 200 多起。

向玲是一名来自湖南的“80
后”苗族汉子，在慈溪经营一家五
金配件企业。“我在附海创业已有
16 年。多年来，镇村的干部、志
愿者帮我解决了不少困难，我也应
该 积 极 回 馈 社 会 。” 向 玲 告 诉 记
者，定居附海后，他经常参加公益
活动，“2013 年‘菲特’台风登陆前，
我报名加入东海村抗台救灾志愿服
务队，协助村干部将村民转移至临
时安置点。从那以后，我正式成为志
愿者大家庭的一员。”

在向玲的带动下，附海新市民
掀起了一股志愿服务热潮。在当地
百姓心中，他们既是热衷社会公益
事业的“新乡贤”，也是善于调解邻
里纠纷的“老娘舅”。“近年来，无论

是抗台救灾，还是环境整治，向玲总
是带领新市民冲在一线。”东海村党
总支书记朱威迪说，服务站“落户”
东海村后，志愿者们进网格惠民生，
成为乡村治理“生力军”。

尊老爱老是东海村的优良传
统。两年前，向玲志愿服务站在该村
组建“微孝助餐”养老志愿服务队，
与 10位孤寡老人长期结对。每天，他
们会与其他志愿服务队成员一起为
老人送餐，提供卫生清洁、医疗保健
等服务。“如果生活上遇到困难，我
打电话给向玲，他们马上会过来帮
忙。”68 岁的孤寡老人毛飞校说，志
愿者的关心帮助让他心里很温暖。

涓涓细流，汇聚成海。近年来，
附海在建立新市民（少数民族）志愿
服务站的基础上，还定期邀请新市
民参与村镇重大事务决策的民主协
商和监督，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注入
新动能。“新的一年，我们打算拓展
服务站功能，当好‘产业交流红娘’，
向外推广慈溪好经验、好做法，将老
家资源特产引入慈溪，实现资源共
享、互利共赢。”向玲憧憬道。

苗族汉子：志愿服务第二故乡十余载

在全国轰轰烈烈的乡村振兴大潮中，志愿者服务队伍是一支重要的“生力军”。

截至去年底，我市共有注册志愿者214万人，志愿服务组织1.4万个，志愿者活跃度

超过53%。他们中的很多人上山下乡、走村入户，用脚步丈量民情，用行动温暖民心，为

促进乡村宜居宜业、农民富裕富足而无私奉献、发光发热。

在3月5日“学雷锋纪念日”到来之际，本报记者走近两支志愿者服务队伍和两名志

愿者，采撷他们在乡村振兴中的动人故事。

记者 余建文 通讯员 汪洋

元宵节一过，在北仑大榭岛基地
的胡康成忙碌起来，招呼手下船员准
备网具等器材，“再过一周左右，今年
象山港海漂垃圾的打捞清理工作就
要开始了。”

65 岁的胡康成是个老渔民，他 16
岁上船捕鱼，与大海打了半辈子交道。
2015 年 ，为 更 好 地 实 施“ 一 打 三 整
治”，保护东海渔场资源，宁波渔政执
法部门组建了我市第一支护渔队，由
老胡担任护渔队负责人。“从打鱼人变
为护渔人，角色转换非常大。”说起这
几年的护渔经历，胡康成很是感慨。

胡康成的护渔队现有三条渔船，
16 名队员均是渔民，有宁波本地的，
也有少数来自舟山的，服务区域北至

杭州湾，南到象山港，覆盖宁波整个
近海区域。

护渔队的工作，主要是配合渔政
部 门 开 展 执 法 行 动 ， 包 括 海 上 巡
查、“押解”违规渔船回港以及参与
海上抢险任务等。捕鱼是项高危工
作，常有船员受伤。“抢险救人，就
是和时间赛跑。”老胡说，接到救助
任务，护渔船第一时间载上急救医
生，顶着风浪赶过去会合，把伤员转
移过来，及时实施救护。

眼下是春捕作业旺季，护渔队的
两条船跟随执法船，在南韭山海域等
地，帮助维护海上作业秩序，防止渔
船违规越线捕捞。每年到了禁渔期，
也是护渔队最忙碌的时候。“违规偷
捕的渔船被发现后，往往在海上逃
窜。我们协助执法人员靠帮登船，把

相关涉案人员控制住，协助清点渔获
物，有时还要把违规船拖回港。”胡康
成说，在违规船接受调查处理期间，
队员晚上就睡在船上，严防对方逃
掉。前两年“清网”高峰，护渔船一天
就能打捞上几百顶地笼网等禁用网
具，工作量非常大。

象山港是宁波的“大鱼池”。为了
保护海洋环境，渔政部门在“大鱼池”
开展海漂垃圾清理行动。护渔船改装
成为大型保洁船，船舷两侧安装了大
网兜，在港内来回穿梭，打捞海面漂
浮物，每年打捞的海漂垃圾有 200
吨左右，运上岸分类进行处置。“大
伙叫我们‘海上环卫工’。”队员老
王说，这项工作很繁琐，但看到海
洋干净了，心里特别舒服。

市海洋与渔业执法队副队长黄
剑波说，护渔队的协助，给执法工作
帮了大忙。特别是这几年违规网具清
理以及“清港”等执法行动中，护渔队
员经验丰富，干活麻利，执法效率也
提高了。现在，象山石浦、鄞州咸祥等
地也相继组建了护渔队，发动更多市
民一起保护海洋，保护近海生态。

护渔队承担的工作任务一点也
不轻。仅去年，胡康成和队员就执行
沿海任务 77 航次 95 艘次，参与象山
港统一执法行动 212 天，协助看押 13
艘违规改装船，参与应急搜救 6 次。胡
康成说，尽管任务繁重，但队员们乐在
其中，“大海是渔民的家园。能够参与
海洋执法，保护鱼子鱼孙，为改善海洋
生态环境出一份力，我们很光荣。”

护渔队：同心守护“蓝色家园”

夏徐雷正在送水。
（王红雨 王博 摄）

向玲 （右） 给老人做长寿
面。 (陈章升 高雪燕 摄）

岚山暖巢服务队帮老人晾晒被子。 （受访者供图）

护渔队清理海面漂浮垃圾。 (汪洋 余建文 摄）

宁海乡建艺术志愿者缪素青宁海乡建艺术志愿者缪素青（（左一左一），），和村民们一起观看由她设计的和村民们一起观看由她设计的““老黄牛老黄牛””花灯花灯。。 （（严龙严龙 摄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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