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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 者 陈朝霞
通讯员 蔡 迪 罗世静

“做人要公公正正清清白白，
这 是 家 族 传 承 百 年 的 家 风 。” 近
日，海曙区月湖街道县学社区 86
岁的老党员钱阿月这样告诉笔者，
有 62 年党龄的她一家三代有四名
党员，每月至少团聚一次，谈心聊
天，牢记家风，心怀党和国家，珍
惜生活，默默奉献在基层。

“家里四名党员除了我之外，
还有大女儿张雅珍，65 岁，党龄
29 年；三女儿张亚萍，62 岁，党
龄 28 年；二女儿的儿子朱骏明，
38 岁 ， 党 龄 3 年 ⋯⋯” 钱 阿 月 介
绍。

日军入侵宁波时，钱阿月一家
逃到了乡下。“当时家里根本没有
条件，一块腐乳要吃一天，我也没
读过书。即便如此，父母也告知做

人要清白，要靠自己的双手努力劳
动。”钱阿月回忆。

解放初期，钱阿月调到和丰纱
厂工作。1959 年 9 月，她光荣地加
入中国共产党。改革开放后，事
业和生活蒸蒸日上。“在共产党的
领导下，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
变 化 ， 我 们 再 也 不 用 过 苦 日 子
了！而且党培养了我，我非常感
恩。”说到这里，钱阿月眼眶湿润
了。

1995 年 2 月，钱阿月和家人一
起入住县学社区，开始发挥作为一
名老党员的余热。刚到社区，她就
自 愿 照 顾 社 区 里 的 11 位 孤 寡 老
人，成为老人的贴心“女儿”，直
到 后 来 因 为 身 体 原 因 退 了 出 来 ；
2003 年 ， 为 了 提 升 社 区 治 安 水
平，她号召邻里成立巡逻队，每月
定期两次巡逻，坚持至今；她还组
织居民众筹，在小区新建凉亭，方
便居民休息，同时兼任楼道小组
长、每年带头进行慈善捐款、照顾
行动不便的老人、坚持打扫老年活
动室⋯⋯

对自己的热心举动，钱阿月
说：“公正的‘正’，就是要正直善

良。只要我还有能力，我一定尽力
帮助社区和居民，这是我应尽的义
务。”县学社区党委书记乐美囝感
慨：“钱阿姨为社区奉献了很多，
是我们基层工作者学习的榜样。”

钱阿月的女儿们也深受家风影
响 ， 在 事 业 和 工 作 中 积 极 向 上 。

“ 公 正 做 事 、 清 白 做 人 、 积 极 向
党，自小父母就这样教导我们，这
深深印在我们脑海中。”钱阿月的
大女儿张雅珍说，父亲是国家干
部，但没有一次给她们行过方便，

“2002 年，父亲去世，他这一生真
正做到了两袖清风”。

在 父 母 的 严 格 要 求 下 ， 1974
年年底，张雅珍选择下乡成为一名
知青，后来考入机关单位，在自己
的岗位上默默奉献。1992 年，她
光荣入党，为妹妹们带了个头。

三女儿张亚萍高中毕业后也去
农村锻炼了三年，之后一直在企业
工作。在家人的影响和鼓励下，她
于 1993 年入党。

两位女儿在退休后都向母亲学
习，积极地参与社区治理，踊跃参
加各类志愿活动，传承清正家风，
发挥余热。

钱阿月的外孙朱骏明大学毕业
后参加工作，与城市一线养护工接
触多年，深感宁波的迅速发展与这
些 养 护 工 的 辛 勤 劳 动 密 不 可 分 。

2018 年，他入了党，“家风传承百
年，长辈们的优良品质潜移默化地
影响着我，我要继续发扬优良家
风。”朱骏明笑着说道。

海曙一家三代四名党员

优良家风传百年 默默奉献在基层

记者 王 博

平均每天救援五六辆事故车

赖 吉 芳 ， 江 西 赣 州 人 ， 1989
年 出 生 ， 2016 年 来 宁 波 工 作 至
今。由于工作岗位的特殊性，赖吉
芳的工作时间与常人不同：白班早
8 时到晚 11 时，夜班晚 11 时到次日
早 8 时。平日里，赖吉芳基本没有周
末和法定假期，因为大多数人放假
的时候反而是交通事故高发期，是
他们这个行业最忙碌的时候。

当 天 早 8 时 ， 赖 吉 芳 准 时 到
岗。他先换好工装，与上一班的同
事进行简单工作交接，又迅速检查
了救援车辆和装备，搜索当天天气
情况做到心中有数。8 时 15 分，赖
吉芳和同事们分头行动，或坐在办
公室里等候，或根据调度安排空车
前往预置点待命。

“滴滴，您有新的派单。”8 时
半，赖吉芳手机上“飞马救援”平
台响了起来，原来兴宁路有一起交
通事故，需要紧急拖车处置。赖吉
芳放下手机，拿起车钥匙小跑到停
车场。利用车辆发动的间隙，他给
报案车主打了电话，明确具体事故
地址和车辆受损情况，然后驱车前
往。用赖吉芳的话说，这个电话很
重要，既能明确事故地点和车损情
况，也能第一时间给车主吃一颗

“定心丸”。“公司要求即时接单，
接单后 1 分钟内要与客户取得联
系，40 分钟内抵达事故现场。”在
赶往兴宁路事故现场的途中，赖吉
芳告诉笔者。

20 分钟后，抵达现场。主动
与车主打招呼，询问事故情况，绕
车一周检查，把救援车平板缓缓下
降，用绑带系牢事故车轮胎⋯⋯整
个救援过程，有条不紊。“平均算
下来，我每个白班要救援五六辆事
故车，从接单、赶赴现场到处理完
毕 收 车 归 队 ， 需 要 两 到 三 个 小
时。”赖吉芳说，宁波分公司有 45
名救援员，大家分成 4 组，一起负
责人保财险宁波市范围内的道路车
辆救援工作。宁波分公司去年救援
7 万次，而他本人从业 6 年来累计
救援车辆已经突破 1.3 万次。

汽车救援讲究方法和技巧

“您好，我是人保财险道路救
援员，请问车子现在情况怎样？发
生了什么故障？”“车子卡在台阶上
了 ， 你 们 快 点 来 ！” ⋯⋯ 中 午 11
时，赖吉芳接到派单后立即联系车
主。原来，这个车主是个新手，错
把台阶当马路，一脚油门下去，车
子卡在台阶上动弹不得。赖吉芳到
达现场后，人保财险的查勘员已完
成了现场勘查，赖吉芳向查勘员说
明了救援方案。征得查勘员同意

后，马上着手车子的脱困工作。他
先给车子系上钢丝绳，又找来备用
砖块垫在轮胎下。前前后后忙活了
两个小时，才把事故车辆成功施救
出来。

在 6 年道路救援工作中，车子
掉河里、车子撞行道树、车轮卡住金
属立柱、车子陷入农田等形形色色
的事故，赖吉芳早已司空见惯，公司
每月例会都要专门组织学习特殊情
况下的车辆救援方法和技巧。

职业生涯中，最难的一起救援
耗时 9 个小时。那是两年前的一个
雪夜，一位车主驾车行驶在乡间小
路，因道路被积雪覆盖加之夜黑风
高，把车一下子开进了泥泞的庄稼
地里。起初，车主想自救，可无论
怎么踩油门，只有发动机隆隆的响
声。无奈之下，他求助“场外救
援”。“我是晚上 7 时赶到现场的，
当时从车子陷入的位置到乡间小
路，大约有 100 米的距离。随车携
带的标配钢丝绳只有 17 米，根本
无法把车子拉出来。”赖吉芳回忆
道，后来，他想到了“蜗牛爬”的
土办法，同车主一起就地取材，找
来砖头瓦块，铺了一条简易的小路。

“我们先用千斤顶把驱动轮顶起来，
然后用能找到的砖头瓦块铺成简易
路，铺一米开一米，再把砖头捡起来
继续往前铺，一点点挪，直到次日凌
晨 4 时才把车子救出来。”

“我们这行，对学历没要求，
但需要有三年实际货车驾驶经验，
还要能吃苦耐劳、善于沟通和动脑
筋琢磨。”赖吉芳说，他之前是跑
长途运输的，有丰富的驾驶经验，
加上自己平日里擅长交流，改行做
救援员比较顺利。“小区倒车轮胎
卡了隔离柱，车辆失控翻进深沟，
车辆突然熄火抛锚，很多情况下救
援环境并非在平坦的柏油路上，而
是乡间小路、高架桥梁甚至在泥地
河沟里，既要救援车辆又不能造成
二次车损，这里面门道很多。”

行业需要更多理解与认可

由于这个岗位的特殊性质，救
援员不可能像滴滴网约车或出租车
那样随叫随到，很多时候，从接单
地点赶到事发地点要开一个小时甚

至更久。可事故发生后，车主往往
心情不好，见到救援员后说的话经
常 是 “ 你 怎 么 才 到 ”“ 你 们 太 慢
了”“我要投诉你”，甚至把对交通
事故的不满情绪宣泄在救援员身
上。

“客户不理解，我们还是很委
屈的，可面对客户的不理解，不能
不理，也不能争吵，只能微笑面对耐
心服务。”赖吉芳说，他们公司驻点
在鄞州区邱隘镇，有好几次事故车
在余姚和慈溪，马不停蹄地赶过去
也要一个小时。除了路远，还有一种
情况是路近但难找，导航显示到了，
可根本找不到事故车辆。“有好几次
在农村和居民小区，我开着车转了
一圈又一圈，怎么也找不到事故车
辆。这时候我常常想，要是车主能多
点理解，走几步到村口或者小区门
口指引下路，该多好。”

当然，除了委屈和不被理解，
赖吉芳在救援工作中也收获了许多
感动。烈日炎炎去救援，车主主动
送来矿泉水；救援时间长，过了饭
点车主送来一桶泡面或一份盒饭；
系钢丝绳、架支撑轮时车主主动询
问是否需要帮忙；雨天赶去救援，
电话那头车主嘱咐一句“不着急慢
点开”⋯⋯这些都会让赖吉芳和同
事们莫名地感动许久。

赖吉芳所服务的浙江众援科技
有限公司有 9 家分公司，在职员工
400 余人，近 300 台救援设备，年
救援案件数量达到 55 万次。其业
务范围除了宁波和省内的杭州、温
州、金华、台州，还覆盖了上海、
江苏、安徽、河南、广西等地。除
了常规的道路救援，公司也承担了
越来越多的社会责任，参与了全国
数十起因台风、冰冻、城市内涝等
引起的道路救援。

去年，台州临海受台风影响内
涝严重，最严重的时候不少路段积
水深度超过 6 米。那段日子，宁波
分公司紧急增援临海，赖吉芳和同
事们每天吃泡面，实在困极了就眯
三四个小时。“保险公司一天接到
泡水救援订单六七十个，可我们不
吃不睡也只能救援十几辆。很多车
积水漫过仪表盘，不能发动，只能
在四个轮胎上架小支撑轮，然后一
点一点挪。”赖吉芳说，那段日子
虽苦，但心里很甜，同事们齐心协
力争分夺秒救援，车主和周边群众
也热心帮忙，大家互相换位思考彼
此理解认可。

应急救援员：

事故现场忙碌而温暖的身影

记 者 黄 程
通讯员 李嘉伟 吴元洪

这 几 天 ，宁
波 梨 斛 缘 农 业
开 发 有 限 公 司
1700 多 棵 老 梨
树 上 的 铁 皮 石
斛 即 将 进 入 盛
花期，工人们忙
着 将 石 斛 花 采
摘下来，供应各
地市场。

“ 这 些 石 斛
花的花期大概有
半个月。像这样
开出花来的，我
们要尽快采摘下
来，以免石斛花
过多吸收铁皮石
斛的养分。”梨
斛园内的采摘工
人杨波凌告诉笔
者。

多年的采摘
经验让杨波凌对
石斛花的了解十
分深入，“我每
天 大 约 能 摘 15
公斤的石斛花。
这些石斛花可以
拿来凉拌、酿酒
和泡茶。石斛花
有着降血压、清
火和增强免疫等
诸多功效，是一
种对人体很有益
的药材。”

走 在 50 亩
的梨斛园内，一
棵棵青翠的梨树
焕 发 着 勃 勃 生
机，枝叶下果实
累 累 。 走 近 梨
树，能看到一丛
丛的铁皮石斛寄
生在树枝上。这
座梨斛园是杨波
多 年 心 血 的 结
晶。据杨波介绍，这座梨斛园
是他 2012 年开始建设的。在
梨斛园前期建设过程中，杨波
选择合适的土地、购买铁皮石
斛幼苗与老梨树，投入了 800
多万元的资金。

除了真金白银之外，这期
间，杨波花费更多的是时间与
精力。“铁皮石斛寄生到梨树
上，是很有技术含量的活儿。
要将铁皮石斛小苗用青苔缚
牢，然后用草绳绑到梨树上。
时间一长，铁皮石斛的根就会
扎入梨树中。”杨波说，梨树
具有养阴生津和树木无异味的
特点，这些特点十分契合铁皮
石斛的生长。

在解决了铁皮石斛寄生的
问题后，极具商业眼光的杨波
开始思考如何在现有基础上提
高每亩土地的产值。杨波将目
光放到了铁皮石斛寄生的梨树
上，“由于铁皮石斛种植环境
要求高，我不打农药、不用化
肥。梨树又比较招虫子，因此
长出的梨子品相都不太好，就
不太好卖。但我这里的梨甜度
高，所以我把这些梨子进行发
酵、蒸馏做成梨子蒸馏酒再售
卖，这样每亩土地就有了铁皮
石斛和梨子酒两份收入，产值
自然就提高了。”杨波说。

据悉，目前杨波所负责的
梨斛园内，铁皮石斛的年产量
约 1500 公斤，算上梨子酒和
石斛花等其他各项收入，年产
值 约 400 万 元 。“ 作 为 农 民 ，
最大的幸福就是自己种的东西
能够丰收。经过多年的努力，
现在整个梨斛园逐步走上了正
轨，我感到很开心。”杨波笑
着说。

江北区农业农村局相关负
责人表示，该种植基地在梨树
上种植铁皮石斛，是江北区创
新发展林下经济的样板。利用
石斛林下仿生栽培技术，盘活
了林下经济，极大地提高了亩
均产值，实现了农业增效、农
民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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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阿月 （前中） 与家人在一起。 （陈朝霞 蔡迪 摄）

新群体基层

在保险行业中，除了保险营销员、车险勘察员

外，接触客户最多的莫过于开着拖车的应急救援员

了。他们24小时随叫随到，奔波于各个事故现场，不

仅要救援出险后的车辆，还要兼顾安抚车主情绪，遇

到台风、冰雪、强降雨等特殊灾害天气，更是勇敢的

“逆行者”。

上周，记者跟随浙江众援科技有限公司“飞马救

援”平台的赖吉芳，体验救援员的一天，感受这份职

业的温暖和不平凡。

记者手记

目前，在宁波像赖吉芳这样
专门服务汽车道路救援的应急救
援员约 600 人，主要服务于人保
财险、中国平安、太平洋保险、中
国人寿等。在很多人的传统观念
里，汽车道路救援员就是提供简
单的拖车服务，属于一眼望得到
头的工作，加之该行业从业者多
为农村青年，一天 24 小时待命
的忙碌工作状态和生活压力也桎
梏了他们思想观念的更新。

事实上，汽车道路救援行业
是新兴的刚需行业，每年全国产
生的道路救援及直接产值超过

200 亿元。汽车道路救援行业经
过多年发展已经具备完备的延伸
衍生服务产业的能力，比如仓储
物流、末梢驳运服务所带来的就
是上百亿元的经济效益。除了救
援本身产生的行业经济效益，现
场维修、零配件销售也将催生千
亿元的共享汽车后服务市场。

基于此，笔者认为作为该行
业核心工作者的救援员，除了走
专业化救援职业道路，也可有意
识地学习掌握更多技能，向救援
之外的衍生服务业发展，从而成
为该领域的复合型人才。

朝阳产业潜力不可估量

赖吉芳准备出车赖吉芳准备出车。。（（王博王博 摄摄））

赖吉芳正在道路救援赖吉芳正在道路救援。。（（王博王博 摄摄））

杨波正在查看作物长杨波正在查看作物长
势势。。（（李嘉伟李嘉伟 黄程黄程 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