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 者 孙吉晶
通讯员 蒋 攀 周如歆

“那边 4 楼好像还有个什么东
西放在外边没收进去，我上去提
醒他们收一下。”昨天一大早，宁
海桃源街道湖西社区社工蒋赟与
外卖小哥王磊挨家挨户查看辖区
居民家、商铺，第一时间排除安
全隐患。

有了上一次抗击台风“烟花”
的经验，王磊仔仔细细地查看了一
遍 自 己 的 “ 责 任 田 ”， 俨 然 一 个

“老社工”。
对于王磊的到来，湖西社区党

支部书记林应没有上次那么意外。
“ 按 理 说 台 风 天 送 外 卖 应 该 更 挣
钱，这两次台风影响期间，他都放
下手头工作，到社区来当志愿者，
与我们一起抗台。”林应说。

原来，王磊并不是湖西社区
社工，也不是小区业主，而是一
位 住 在 湖 西 社 区 附 近 的 外 卖 小
哥，也是一位退役军人。王磊表

示 ， 很 高 兴 到 社 区 做 一 名 志 愿
者，和社区工作者一起做一些力
所能及的实事。

台风“烟花”影响期间，王
磊两天没有送外卖，他和湖西社
区社工蒋赟搭档巡逻。得知小区
内有几处简易遮阳棚没有及时拆
除，棚内堆放了一些纸板箱、报
纸等遇水容易堵塞下水管道的杂
物，王磊不顾棚内杂物已被雨水
污染泛着油污，与蒋赟一起一通
忙碌；看到地下车库入口容易进
水，王磊与辖区的志愿者一起扛沙
包，防止雨水灌入；看到物业工作
人员处理各处排水点，安排不出更
多人手，他二话不说便加入了清理
队伍。

这次台风“灿都”来袭，王磊
又一次来到社区参加抗台。碰到台
风等极端天气，外卖员一天能送七
八十单。林应觉得耽误了王磊送外
卖挣钱，有点过意不去。王磊却
说，跟挣钱相比，为守护家园出一
份力更有意义。

放弃送外卖
这位外卖小哥冲在防台一线

本报讯（记者冯瑄 通讯员徐
桂凤）“ 这 是 姜 汤 ， 喝 了 暖 暖 身
子；这是月饼，提早祝你们中秋节
快乐！”昨天下午，大榭开发区海
文社区“呼啦圈志愿邦”志愿者来
到大榭风雨操场临时避灾点，为
160 余名避灾人员送上温暖的姜汤
和温馨的祝福。

受台风“灿都”影响，大榭连
夜撤离了小西岙地质灾害危险点
160 余名居住人员，安置在大榭风
雨操场临时避灾点。志愿者王君亚
得知后，立刻在“呼啦圈志愿邦”
群里号召志愿者为避灾人员送温
暖，7 名志愿者自掏腰包，采购了
生姜、月饼等物资。

信榭物业公司得知后，主动提
供了熬制姜汤的场地供志愿者使
用。姜汤制作完成后，志愿者趁着
风雨稍小的间隙，驱车前往避灾
点，将姜汤一一送到避灾人员手
上。虽然很多志愿者的衣服被风雨
打湿了，但看到避灾人员喝到了姜
汤、吃上了月饼，他们觉得一切都
是值得的。

“住在这里很温馨，有吃、有
喝、还有人关心，非常惬意。”避
灾人员王先生说。据悉，除了志愿
者的陪伴，大榭街道工作人员成立
了值班小组，15 名工作人员轮流
为这里的避灾人员提供服务，并为
他们供应一日三餐。

海岛160多名避灾人员
喝到姜汤吃上月饼

本报讯（通讯员胡张远 记者
董惊鸿 余姚市委报道组谢敏军）

“台风天风雨这么大，你怎么还准
时送餐过来？我在家随便弄点吃
吃、应付几餐，没事的。”昨天上
午 10 时 半 ， 余 姚 市 梁 弄 镇 东 溪
村，年近 90 岁的春姑奶奶看到东
溪村爱心餐车志愿者的身影时，忍
不住“埋怨”道。

志愿者秋兰阿姨在 狂 风 暴 雨
中，驾驶了 15 分钟爱心餐车，登
了 155 级 台 阶 ， 终 于 将 热 腾 腾 的
饭菜送到了老人的手中。“越是刮
风下雨，我们越是不能缺席！怎
么能让您吃不好呢？”秋兰阿姨顾
不得自己一身的雨水和汗水，一
边喘着粗气，一边将保温餐盒放
在老人的餐桌上，取出饭菜、打
开盖子、码好筷子，“这餐是您爱
吃的肉、毛豆，还有炖蛋，您快趁
热吃吧”。

秋兰阿姨对春姑奶奶的身体状
况、口味偏好一清二楚，每天都会
量身定制她喜爱的餐食。不只是秋
兰阿姨，村里哪位老人喜欢吃软糯
的米饭、哪位老人口味偏重，志愿

者都如数家珍。台风“灿都”到来
之前，志愿者提前备足了给老人送
餐所需的食材，昨天上午 9 时就在
东溪村食堂忙活开了，确保村里
11 名老人都能准时吃上热腾腾的
饭菜。

春姑奶奶的老伴走得早，又
常年患有四肢抖动的毛病，走路
颤颤巍巍的，一个人烧菜做饭很
是不易。2015 年 8 月，东溪村组
建爱心餐车以来，春姑奶奶因符
合 年 龄 80 岁 以 上 等 条 件 ， 成 了
第一批受益的老人之一。无论是
寒 冬 还 是 酷 暑 ， 每 天 上 午 10 时
半、傍晚 5 时左右，两餐热腾腾
的饭菜都会雷打不动地送到老人
家 中 。 春 姑 奶 奶 这 一 吃 ， 就 是 6
年多。

多年的朝夕相处，让志愿者与
老人建立起了深厚的情谊。老人一
有情况，志愿者都会及时察觉，第
一时间向老人家属或村委会干部反
映。“在我们心里，这些老人已经
像自己的亲人一样了，看着他们舒
心，我们心里也高兴！”秋兰阿姨
笑着说。

狂风暴雨中爱心餐车未停歇
山里的春姑奶奶昨天按时吃上了热饭菜

记 者 沈孙晖
通讯员 戴旭光 陈雨婷

“小心啊，你膝盖动过手术，
别再伤着了！”30 岁的郑英豪是镇
海澥浦镇应急救援队一员。两年
前，他的膝盖受伤动过大手术，一
直带着旧患。此次防御台风“灿
都”，郑英豪毅然与同伴冲锋在应
急救援的第一线。

澥浦镇应急救援队成立于去年
疫情防控期间，队里目前有 40 名
成员，都是清一色的“85 后”年
轻干部，其中近八成是党员。由于
每次急难险重冲在一线，这支队伍
被称为逆行小分队。

郑英豪曾做过消防员，在队里
应急救援经验最丰富。每次抢险任
务，他都自告奋勇、冲锋在前。台
风“烟花”影响期间，郑英豪冒着
风雨爬上 2 米多高的棚顶，拆除了
一处简易棚。事后，队员们才知道
他的膝盖受过伤。

此次“灿都”来袭，郑英豪
5 岁 的 女 儿 还 在 生 病 。 他 连 夜 投
入到防台工作中，根本没有时间
回 家 看 望 。“ 心 里 担 心 女 儿 ， 但
这个时候还是以大局为重，要跟
台 风 抢 时 间 呐 。” 郑 英 豪 告 诉
记者。

与郑英豪一样，逆行小分队里
许 多 队 员 连 续 奋 战 在 防 台 一 线 。

“90 后 ” 队 员 周 煜 皓 前 晚 整 夜 未
睡。作为镇里的水利员，他一晚上
要观测澥浦主要河道水位 5 次，并
巡堤查险，每次都是一身干爽出
去、浑身湿透回来。

“我们挑选镇里精干的年轻力
量组建小分队，既是对应急救援力
量的充实，也是让年轻干部在一线
接受磨砺、不断成长。”澥浦镇党
委相关负责人介绍，截至目前，这
支队伍已累计参与疫情防控、抗台
救灾、安全巡检等应急任务 20 余
次，排除险情 11 起，累计救助群
众 200 余人次。

清一色“85后”年轻干部

镇海澥浦有支风雨逆行小分队

本报讯（记者蒋炜宁 通讯员
杨阳） 北仑岷山学校党支部副书记
张引杰，是学校校级领导中唯一的
男性。学校每次承担急难险重的任
务时，张老师始终第一个到场，承
担最艰巨的任务，最后还完成扫尾
工作。

无论 是 台 风 “ 烟 花 ”， 还 是
台 风 “ 灿 都 ”， 他 都 是 第 一 个 到
场，与校长、总务主任一起带领
团队布置学校避灾点。在后续的
避灾点轮岗值班中，他的点位总
是在门卫室，他的轮值时间总是
夜班。

为了不让避灾群众贸然离校涉
险，他经常苦口婆心劝阻，并协调
群众购买生活必需品；为了让女老

师和家中有幼儿的行政人员不熬夜
值班，他自告奋勇地选择了晚上值
班。每次台风过后避灾群众撤离
了，他都带领职工进行场地消毒，
迎接师生顺利复学。

9 月 11 日上午，他接到刚迈入
大学校门的儿子脚受伤的消息，准
备利用双休日前去看望。但当得知

“灿都”将登陆，学校应急避灾点
会很快启动，大量避灾群众即将到
来时，他马上给大学的辅导员打电
话，拜托他照顾孩子，自己则投入
到避灾点的准备工作和值班中，从
前天中午一直忙到昨天上午 8 点，
与接班行政人员交接后才回家休
息。大家说，张书记为学校撑起了
一片天！

总在校门口 总是值夜班
这位书记为学校撑起了一片天

记 者 王晓峰
通讯员 王岑 徐超

台风“灿都”来袭，暴雨如
注 ， 给 人 们 的 生 活 带 来 很 大 影
响，但风雨中温暖人心的故事真
不少。

昨天上午，海曙公安分局月
湖派出所民警杨臻和同事正忙着运
送抗台物资。9 时 15 分，警车经过
海曙孝闻街公交站时，杨臻看到公
交车站里有一位满头白发的老太
太在狂风中艰难地撑着伞。杨臻和
同事赶紧靠边停车，过去询问她是
否需要帮助。

老太太告诉他们，可能是公交
车临时改道了，她已给老伴打了电
话，让他送双高筒雨靴来。因为台
风“烟花”来时，她蹚水太多，脚
泡烂了，至今未痊愈。有鉴于此，
杨臻护住老太太，让她坐上警车，
决定送她回家。巧的是，老太太的
老伴也正好赶到，于是民警也招呼
他一起上车，他们顺利将两名 90
岁的老人安全送至家中。

昨天中午 12 时，海曙高桥派
出所接到群众求助电话，称在绿地
观塘附近发现一名独自在街头徘徊
的小女孩，好像是走丢了。小女孩
已被雨淋湿。接警后，民警陈钱立
刻赶往现场并将孩子带了回来。

回到所里，辅警任鹏便将自己
的外套脱下来，交由女辅警许思
雯给小女孩换上。与此同时，他
们一边给孩子讲故事，一边喂她
吃饭。经过一段时间的相处，女
孩终于放下戒备并开了口。但由
于年龄太小，她表述不出父母的相
关信息。所幸，民警通过技术手段
和走访周边群众，成功联系上了小
女孩家长。

暴雨如注，但暖心故事真不少
宁波公安全力迎战台风“灿都”

本报讯（记者陈章升 慈溪市
委报道组张天叶 通讯员黄天远）
体验水阻划船机等健身器材，在

“百姓健身房”感受运动的乐趣；
阅读乡土文献、课外书籍，在阅览
室里浸润书香⋯⋯昨天下午，21
名慈溪小学生在附海镇东海村乡村

“复兴少年宫”托管班上了两堂别
开生面的托管课，在台风天感受到
别样的温暖。

昨天是东海村乡村“复兴少年
宫”托管班开班第一天。在这个特

殊的课外辅导班，学生是来自该村
双职工家庭的孩子，教师是村里招
募的志愿者。“12 日下午，慈溪市
教育局发布全市中小学校、幼儿
园、培训机构停课两天的通知。在
我们村，一些学生家长要到单位上
班，家里的孩子没人照看。”东海
村党总支书记朱威迪说，为了解除
家长的后顾之忧，村干部和志愿者
当天连夜开会，决定开办为期两天
的免费托管班。

在托管班给孩子们上什么课、

安排什么活动，是这些志愿者关注
的一件大事。“茹老师是我们村刚
聘的‘文艺村长’，可以教孩子们
唱歌；岑大姐擅长做面点，可以上
面点制作课；泽辉做过体育老师，
可以教孩子们使用健身器械。”东
海村向玲志愿服务队队长向玲告诉
笔者，为了让家长安心、学生开
心，托管班有一张趣味盎然的课程
表和一套完整的工作方案，志愿者
分成接送管理、教学指导、后勤保
障三个小组，责任到人。

“捣一捣、搅一搅、揉一揉、
压一压、捏一捏，这堂课很有趣。
今天，我学会了做南瓜饼，晚上要
在爸妈面前露一手。”昨天上午，
看着亲手制作的面点，刚读小学四
年级的余紫锐喜上眉梢。

在托管班，志愿者还亲手为学
生们烧制了营养午餐。“我们不仅
要让孩子们学有所获、玩得开心，
还要吃得健康，让他们的父母在单
位安心上班。”东海村党总支委员
李美红表示。

学校停课两天 村里临时办起托管班
台风天慈溪东海志愿者为双职工家庭子女“送课送餐”

图①：余姚民警在帮忙推车。
图②：鄞州民警在紧急转移新生儿与产妇。
图③：民警从暴雨中“捡”回来的小女孩。
图④：奉化民警在清理塌方路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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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 者 厉晓杭 黄国飚
通讯员 乐琪波 姚银意

“没想到今年中秋节的第一个
月饼竟然是在避灾点吃的，感谢
社区让我们安心躲避台风，还让
我们提前过了中秋！”昨天，在北
仑大碶街道塔峙岙社区党群服务
中心的避灾安置点内，外来务工
人员王鹏说。

王鹏 一 家 11 口 租 住 在 青 林
村 低 洼 地 带 ， 属 于 地 质 灾 害 点
范 围 内 。 为 防 御 台 风 “ 灿 都 ”，
保 障 人 员 安 全 ， 前 一 天 社 区 组
织 志 愿 者 及 时 对 居 住 在 危 险 区

域 人 员 挨 家 挨 户 上 门 劝 导 并 及
时 转 移 安 置 。 截 至 昨 天 上 午 9
点，社区避灾安置点已安置 24 名
人员。

来 到 陌 生 的 环 境 ， 许 多 安
置 人 员 出 现 了 “ 归 家 ” 的 心
思 。 为 了 更 好 地 安 抚 他 们 的 情
绪 ， 防 止 转 移 人 员 返 回 、 出 现
险 情 ， 社 区 党 群 服 务 中 心 组 织
塔 峙 大 阿 嫂 志 愿 服 务 队 为 安 置
人 员 精 心 举 办 了 一 场 中 秋 月 饼
制 作 活 动 ， 让 大 家 提 前 过 一 个
别样的中秋。

“大阿嫂”将准备好的面皮和
酥皮滚成圆饼，再用油香包裹住

甜蜜的豆沙和醇厚的蛋黄，揉搓
成圆滚滚的模样。大家学着样子
一步一步跟着操作，一边谈论着
制作手法，一边交流着家乡的近
况，其乐融融，像是一个巨大的
家庭聚会。

“我们在这里很开心，外婆你
放心！‘大阿嫂’正在教我们制作
蛋黄酥，社区给我们提前过中秋
了呢！”安置人员洪心艳带着 8 岁
的双胞胎孩子通过电话正向家乡
的亲人报平安。

避灾安置人员感受到社区大
家庭的温暖后，也主动参与社区
的防台工作。当天安置人员王善

财主动提出跟着志愿者一起巡查
辖区内的窨井盖堵塞状况，并前
往 西 岙 岙 底 查 看 溪 坑 的 水 位 情
况。“社区为我们考虑这么多，我
们身强力壮，为抗台出一点力都
是应该的。”王善财说完又跟着志
愿者去继续巡查了。

“社区党群服务中 心 自 台 风
应急响应以来第一时间准备好抗
台 物 资 ， 并 落 实 各 处 避 灾 安 置
点，同时发动塔峙大阿嫂志愿者
和‘塔峙行走驿站’党员志愿者
走访地质灾害点进行人员转移工
作。”社区党群服务中心主任董春
燕介绍。

外面风雨 此间温馨
安置点里的别样中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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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晚上7时多，镇海区招宝山街道仁爱中学安置点响起了悦耳
的音乐声，来自宁波小百花越剧团的几名越剧演员，为这里的130多
名安置人员带来了耳熟能详的越剧曲目《十八相送》，唱腔婉转优美
动听，引来全场阵阵掌声。 （唐严 汤越 摄）

安置点里送来文化大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