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方勇全老先生于 2021 年 12 月 10 日零时 03 分在家
去世，享年 93 岁。兹定于 2021 年 12 月 11 日 15 时，在
宁波奉化区大岙村大祠堂举行追悼会，望其生前好友
届时参加。

家属泣告

讣 告

经宁波银保监局审核通过，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奉化支行营业场所变更为：宁波
市奉化区南山路 49 号、49-1 号、49-3 号、51 号、51-1 号、51-2 号一层，现予以公告。

机构名称：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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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编码：B0014S233020013
许可证流水号：01040756
批准成立日期：2015年4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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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 话：0574-88687201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

宁波监管局
发证日期：2021年12月7日

业务范围：吸收公共存款；发放短期、中期
和长期贷款；办理国内外结算；
办理票据承兑与贴现；代理发行、
代理兑付、承销政府债券；买卖
政府债券、金融债券；从事同业
拆借；买卖、代理买卖外汇；从事
银行卡业务；提供信用证服务及
担保；代理收付款项及代理保险
业务；总行等上级机构在银行业
监督管理机构批准的业务范围
内授权开展的其他业务。

关于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奉化支行变更营业场所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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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 者 何峰 沈孙晖 成良田
通讯员 林晓艳

目前，镇海蛟川书院和蛟川中
心幼儿园临江分园的部分孩子正集
中隔离，他们的生活怎样？学习如
何安排？

线上活动欢乐多

“谢谢叔叔阿姨送的礼物，我很
喜欢⋯⋯”8 日下午，正在集中隔离
点的孩子们收到一份来自区教育
局、蛟川中心幼儿园送来的“特殊礼
物”，附带的贺卡上写着：小朋友们，
爸爸妈妈们，让我们齐心协力，共克
时艰，让爱与温暖延续。“我们买了
一些玩具、零食，希望孩子们在隔离
点里能过得快乐一些。”镇海区教育
局相关负责人说。

老师们一人一间、幼儿和家长
一间，一日三餐由医护人员送到门
口，每日服用中药并进行核酸检测
⋯⋯隔离点的生活已进入有序阶

段，师生的心理状态从一开始的紧
张、焦虑转向平和。

“人间处处正能量，爱你的歌
儿天天唱⋯⋯”12 月 7 日，一场线
上儿歌、讲故事分享会正在隔离班
级的钉钉群上开展，琛琛小朋友正
拿着话筒，晃荡着可爱的小脑袋唱
着 《童心向党》。疫情让琛琛原本
要参加的“最美童声”表演搁浅
了。琛琛的家长将视频上传后，收
获了众多点赞。除了琛琛，其他小
朋友也踊跃表演，隔空与同学、老
师分享。

此外，蛟川中心幼儿园临江分
园的老师还组织开展“视频聊天谈
心”等各种线上活动，调节孩子的
情绪，缓解家长的焦虑。

隔离点内安心学习

“各位家长，亲爱的同学们，
当前，我们正在面对挑战和考验。
隔离病毒但不隔离爱，你们并不孤
单，因为并不是一个人或者一个家

庭在战斗，我相信在这段经历中，
孩子们可以把自己照顾得很好，更
加明白生命的意义，更加懂得责任
和担当，得到意想不到的人生收
获，照亮今后的人生道路。”在蛟
川书院隔离班级的钉钉群里，班主
任陈老师用“书信”的方式鼓励着
孩子和家长。

11 名老师，44 名孩子，在隔
离区域，他们用“内线”保持联
系。由于没有平板设备，这群初一
的孩子无法进行线上学习，他们分
别在自己的房间内进行自学和作业
练习。

做完了作业该怎么提交给老师
批改呢？班主任和任课老师商量
后，决定采用“线上小组”的方式
进行口头批改。他们将 44 个孩子
分成几个小组，先由小组长和老师
进行“作业答案核对”，再由小组
长核对组员的作业。

“陈老师，我来批改作业了。”
每天，班主任陈老师的“内线”电
话都会响起，几天操作下来，小组

分层批改作业的效率越来越高，学
生们也慢慢习惯了这样的学习方
式。

而这背后，也离不开“特使”
们的辛勤付出。由于事出突然，师
生们并没有带上足够的学习资料，
一群“特使”家长开始行动起来：
打印资料、装订成册、按房号分类
⋯⋯让人感动的是，首例确诊病例
的孩子——姐弟俩住一间，姐姐在
自己认真学习的同时，还承担起了
照顾弟弟的责任。

另外，“6266”是整个隔离点
的“共同密码”。一部电话、一个
号码架起了隔离人员和医护人员沟
通的桥梁。“我听得出来，每次接
电话的都是不同的医护人员，他们
有求必应，真的令人非常感动。这
是一场硬仗，相信在各方努力下，
我们一定能够战胜病毒，重逢在校
园。”陈老师说。

让 爱 与 温 暖 延 续
——“走近”镇海被集体隔离的孩子

本报讯（记者陈朝霞 通讯员
朱燕君 王谢雪） 12 月 7 日，海曙
65 岁的居民邵莉得知家住镇海的
孙忠波师傅因居家隔离无法出摊卖
菜，便主动承担起卖菜的任务。从
12 月 7 日下午到 8 日，她不仅“出
摊 ” 3 次 ， 还 在 微 信 群 朋 友 圈 吆
喝，发动网络力量帮孙师傅卖菜。
这一消息经媒体报道后，引发了网
友的关注。

昨天，邵莉告诉记者：“虽然
孙师傅的摊位是咏归菜市场里最大
的，但是摊位上的蔬菜已经卖完，
很多热心市民连秤都没过，拿了菜
直接扫码付钱。”

“当时有人直接付了 100 元和
50 元。”邵莉说，7 日晚上，爱心公益
人士夏中元特意开了一辆面包车，
买了近 45 公斤菜，免费送给敬老
院；8 日，南门街道马园社区所在的
社区老年食堂买了近 25 公斤菜。

眼看剩下的菜不多了，而自己
家里还有两位 90 多岁的高龄老人
要照顾，邵莉便又动起了脑筋。她
把剩余的菜集中摆放在摊位上，竖
了块牌子，上面写着：“我是摊主
孙忠波，家住镇海暂时来不了，谢
谢市民的热心帮助，随挑随拿随
付。”

“宁波是个文明城市，就算无

人看管，也不碍事，况且周围摊位
的老板都是‘热心肠’，他们也会
帮 忙 照 看 。” 邵 莉 说 。 果 然 没 多
久，孙师傅摊位上的菜就售卖一

空，细心的菜市场工作人员还用塑
料布将摊位盖好。

昨天，记者电话联系上孙师
傅，卖了一辈子菜的孙师傅直言被

热心的顾客感动到了。“这几天，
我手机支付宝、微信到账的信息接
连不断，在家隔离安心多了，谢谢
大家！”他说。

热心市民真给力 孙师傅摊位的菜卖空了

市民纷纷前来购买孙师傅摊位上的蔬菜。 （南门街道供图）

记 者 王晓峰
通讯员 冯罗鑫 杨昀

在镇海、江北和慈溪三地交界
的桃花岭三界亭疫情防控执勤点，
有一群“守山人”。他们日夜坚守
在这里，天天要背着几十斤重的物
资，从慈溪方家河头村的健身步道
爬上山，来到疫情防控执勤点轮班
值守。

“大汗淋漓一小时，寒风凛冽
一整天”，这是他们坚守山道、把
好防疫关的真实写照。

面对疫情，全市各地公安部门
严守各处防疫关卡，助力防控工
作。

慈溪龙山派出所的民警孔周胜
和其他 7 名同事临危受命，分两班
前往三界亭疫情防控执勤点进行
24 小时驻守。“我们的工作就是对
每一个想要翻越三界亭的登山客进
行疫情检查，量体温并询问来处去
向，然后宣传疫情相关政策。”孔
周胜说，工作虽然不复杂，但“办
公”环境比较恶劣。

每天下午 1 点左右，饥肠辘辘
的执勤队员围坐在三界亭前的石桌
边等着开饭。午饭就是泡面，但在
山上开水是“稀缺资源”。“早上上
山时带了保温杯，到中午时水不太
热了，面都有点泡不开。山风一

吹 ， 凉 得 更 快 。” 执 勤 辅 警 徐 斌
说，面虽然是凉的，但他们的心是
热的。昨天一个上午，他们就劝返
了 20 多名登山客，牢牢守住了防
疫“山道关”。

除了吃的问题，更难熬的还
是夜晚，山里没有电，夜越深就
越冷，每晚冻得双脚冰凉、鼻涕
直流。为了驱寒，执勤队员通常
会吼上两声或者呵呵气来热身提
神。

守在执勤点，看着山下的风
景 ， 这 群 “ 守 山 人 ” 告 诉 记 者 ：

“ 三 界 亭 的 白 天 和 夜 晚 还 是 挺 美
的！白天，群山巍峨、烟波浩渺，
晚上还能看到漫天的星星。我们这
可是执勤点中风景‘最美’的，来
这里就像度假。”

其实大家都知道，这是他们的
自我安慰。孔周胜的妻子刚怀孕 4
个月，原本 12 月 7 日这天他要陪她
去做产检的；辅警小沈也很久没回
家了，常常念叨妻子和出生不久的
双胞胎儿子；山中信号不好，大家
只能拿着手机蹲在高处的大石头上
和家人视频，信号时断时续，大山
间背影显得特别渺小⋯⋯

“我们会一如既往地守好这道
关卡，希望疫情能快点结束，这条
美丽的健身步道能恢复往日的热
闹。”孔周胜说。

这群“守山人”日夜坚守
防疫“山道关”

本报讯（记者陈敏 通讯员陈
君艳） 昨天下午 2 时许，浙江省名
中医、宁波市中医院主任中医师王
邦才走出新冠疫情隔离病房。至
此，宁波市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和无
症状感染者已全部用上中药方。

8 日下午 1 时，刚刚结束门诊
的王邦才接到市中管局通知，要求
其前往宁波市定点隔离病房为患者
开具中药方。他立即驱车前往，与

定点医院宣红萍医生会诊后评估了
患者整体情况。随后王邦才结合当
前的气候特点，辨证施治，为每一
名患者开具处方。

与此同时，浙江省国医名师、
宁波市中医院儿科学术带头人董幼
祺为 3 名确诊的儿童患者会诊，并
开具处方。考虑到患儿年龄小、隔
离治疗心理支持不足等，董幼祺特
别注重汤剂口感。

董幼祺王邦才两位名中医出征
目前镇海新冠确诊病例和无症状感染者已全部
用上中药方

记者 成良田 何峰 沈孙晖

昨日晚上 9 点多，拖着疲惫的
身躯，史唯蓉终于躺上自己的床
——两排椅子。

进 入 镇 海 区 蛟 川 街 道 第 4 天
了，史唯蓉每晚以此为家。

史唯蓉睡的地方，是镇海区蛟
川街道东信路社区的一间会议室。
最开始，睡在同一办公室里的还有
十多名来自骆驼街道的支援小分队
队员。

“太硬了，身子一动就发出声
响，头两天不太适应，后来实在太
累了，觉得也还好，睡睡醒醒。”
史唯蓉说。

史唯蓉是骆驼街道新晨社区党
总支委员，周二晚上 8 点多，她和
11 名同事组成小分队支援蛟川街
道。

5 天来，和史唯蓉一样，有大
量工作人员奋战在抗疫一线，他们
以“疫线”为家。汽车、桌子、椅
子、地板就是他们的床。

和史唯蓉不同，蛟川街道组织
办工作人员乌益玲睡在办公室的地
上：一张瑜伽垫，一床空调被。

上周日晚上 9 点，乌益玲接到

电话，要求进入“战备”状态。第
二天凌晨，她便随身带着行李来到
蛟川。

开战就是决战。白天送物资到
居民家门口，拿着小喇叭喊居民做
核酸；晚上护送密接人员⋯⋯

“平常几点上班、几点下班，
都要看时间。现在，可能凌晨一两
点下班，也可能四五点去工作。”
乌益玲说。

几天来，乌益玲已经“不看天
气，不看时间了”。

人在困境中，全靠一股精气
神 。 巡 逻 时 ， 一 名 小 朋 友 走 过
来 ， 对 她 竖 起 大 拇 指 。 乌 益 玲
说：“小小一个动作，我感动得眼
泪都快流出来了，觉得再辛苦也
值得！”

临江社区的社工张义今年 7 月
刚入职。5 日晚上接到通知后，他
连夜从鄞州家里赶到社区，在“封
控区”，他已奋战了整整 5 天。

“没办法，就趴在桌上睡。”连
续 高 强 度 的 工 作 ， 让 这 个 “95
后”小伙有些疲惫。家和家人成了
10 公里外的一份思念。

临江社区党总支书记胡维君从
5 日开始，同样没再离开过社区，

好好睡一觉已成为奢望。
“很多工作得在晚上做，困了

只 能 在 桌 上 趴 一 会 儿 。” 胡 维 君
说，“没什么时间睡觉，能睡 3 个
小时觉得很幸福了，昨天睡了 2 个
小时，也已知足。”

蛟川街道东信路社区党总支社
区书记单佳晶表示，现有 50 多名
工作人员，“打个地铺，拼两把凳
子”是常态。她也很心疼，目前正
在想办法，希望购置一些折叠床，
让大家睡得好点。

地板、桌椅、汽车……都是他们的床

几把椅子一拼就是他们的床。

本报讯（记者陈章升 通讯员
胡格格 王雪枫） 昨天下午，慈溪
市掌起镇“健康小屋”核酸采样点
医护人员收到志愿者送来的蛋挞。
吃着新鲜出炉的“爱心蛋挞”，他
们心里暖洋洋的。

连日来，掌起医护人员奋战
在防疫一线，牵动着该镇阳光托
养中心老人的心。“防疫人员吃得
好不好，穿得暖不暖，老人们很
牵挂。”阳光托养中心负责人邹黎
明说，在严格落实防疫政策、做
好园内消杀工作的同时，他们组
织 开 展 “ 点 心 送 给 最 可 爱 的 人 ”
活动，与该镇新时代文明实践所
志愿者一起为奋战在一线的防疫
人员送温暖。

为让核酸采样点医护人员吃上
热乎乎的蛋挞，掌起镇志愿者和阳

光托养中心的工作人员一大早就忙
碌起来。“志愿者们先去菜市场、
超市采购新鲜食材，送到阳光托养
中心进行统一消毒处理。午休后，
老人们与中心工作人员开始做蛋
挞。下午，志愿者前往中心门卫领
取 蛋 挞 ， 并 将 其 送 到 核 酸 采 样
点。”掌起镇新时代文明实践所负
责人告诉记者，除了蛋挞，老人们
还为其他“防疫哨点”工作人员制
作了南瓜饼等特色糕点。

据悉，为掌起防疫人员制作点
心的养老院老人有 16 位，平均年
龄超过 85 岁。

收到“爱心蛋挞”后，掌起镇
“健康小屋”核酸采样点医护人员
通过视频连线表示感谢。看着医护
人员吃着热乎乎的蛋挞，老人们感
到很欣慰。

“爱心蛋挞”情暖防疫人员

掌起镇阳光托养中心工作人员与老人一起做蛋挞。
（王雪枫 陈章升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