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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萍

新华社记者在报道中说，“钱海军”在宁
波已经成为一个符号。说得对，“钱海军”就
是宁波的一个符号，宁波要守护好这一符号。

钱海军是土生土长的宁波人，他成为“时
代楷模”，是宁波的光荣、四明大地的骄傲。
这一符号应该守护。

钱海军被誉为“万能电工”“全能义工”
“电力 110”，一直守望着需要他守望的人；
他总结出“五解服务法”，创新了电工服务
和志愿服务；他用执着和付出，书写了平凡
人的不平凡；有人提出，人的精神是不能
冬眠的，他就是一个精神从不冬眠的人。
这一符号值得守护。

钱海军精神，是宁波打造全国文明典
范城市、建设现代化滨海大都市不可或缺
的。这一符号必须守护。

利用好“家门口”的教材，宣传好
钱海军，把他的先进事迹更快地传遍四
明大地，使之感动更多人。

钱海军首先是宁波的楷模、宁波
人的楷模。我们要学习钱海军，成为
各条战线“为爱点灯的人”。

不要对钱海军过多地采访、过多地
邀请，不要让他参加过多的社会活动，帮
助他避免“名人的烦恼”，让他专注于“为
爱点灯”，永远做最可爱的“点灯人”。

守护好“钱海军”
这一符号

记者 苟雯 李敬平

在慈溪市坎墩街道，傅万久
和钱海军并肩坐在一条长凳上翻
阅 着 一 本 相 册 ，里 面 记 录 的 是
2017 年，他们一群“70”“80”“90”
后和钱海军的“情牵夕阳·梦圆北
京”之行。在这一趟旅程中，他们
去天安门看升旗仪式，在全聚德
门前合影。照片里每位老人的脸
上都洋溢着灿烂的笑容。

翻看相册的时候，钱海军拿
出了手机给老人看自己保存的

“独家”照片：“这是我们在天安
门城楼上，还记得吧？”“对的，
那时候我们一起去的。”

对傅万久来说，去北京一直
是他的梦想。作为一名参加过辽
沈战役、抗美援朝的老兵，他一
直盼望着去天安门看升旗仪式，
去人民英雄纪念碑前敬个礼。实
际上，去北京不仅是傅万久的愿
望，也是钱海军帮助过的很多孤
寡老人的心愿，对他们来说，到
过北京就相当于走遍了全中国。

为了让老人们圆梦，在做好
充分的准备后，他们出发了。一
路上，钱海军、随队医生和志愿
者们忙前忙后，每天还要给老人
们量血压确认健康状况。“海军
对我们很好，在北京的时候一起
吃饭，他会帮我们把菜夹到碗

里。”傅万久说。
终于，他们来到了天安门。当

傅万久看到国旗升起的那一刻，他
眼含热泪，举起右手敬了一个军
礼。如今回想起这次经历，傅万久
仍旧很高兴。“我的梦想终于实现
了，也没有遗憾了，感谢志愿者为
我们圆梦。”他说。

23 年间，钱海军结对困难老
人 100 余位，其中很多是孤寡失独
老人。今年 4 月，作为宁波市人大
代表，他提出了关于发展老龄用品
制造业企业的建议。对老年人的关
爱，已然成为他的牵挂。

他牵挂着老人，很多受过他帮
扶的老人同样记得他。在慈溪市健

民村王爱娣老人的家里，挂着慈溪
市“千户万灯”公益项目的铭牌，
上面写着钱海军的名字。“钱师傅
和志愿者给我家改造完线路，我觉
得很好。”王爱娣说，之前家里的
线路很凌乱，没有漏电保护开关，
改造后，电线不再裸露在外，更加
安全，换了节能灯，屋里变得更亮
堂。

钱海军每次走进老人家里时，
都会留下一张名片，上面印着他的
电话号码以及电力义工钱海军几个
字，电话号码尤其醒目，这正是为
了老人在需要找他修电路的时候，
能够看得更清楚。这样，他赶到老
人家里也能更快些。

老人傅万久：

海军对我们很好，让我们圆了梦

记者 苟雯 李敬平

“‘千户万灯’还有一些项目进行，其中的成长计划、照
亮计划和圆梦计划都需要落地，最重要的是落地。”当被问起
接下来的计划时，慈溪市钱海军志愿服务中心党支部书记、主
任唐洁这样回答。而她所强调的项目落地也是钱海军最关心
的事。

与钱海军共事 11 年，唐洁见证了这位“万能电工”凭着
一股坚韧的劲头和踏实的工作逐渐成为社区居民信任的知心
人。“仅仅是处理一场纠纷，他都能跑 13 趟，我真是服了他
了。”唐洁说，这个由居民对抄表方式不满而引发的矛盾，
导致他们多次接到投诉，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钱海军前前
后后跑了很多次，不断沟通、调解⋯⋯

最后，这名居民被钱海军的态度打动，终于表示了理
解。“慢慢地，社区居民开始信任他。别人的话可能不会
听，但钱师傅来了，大家都会听。”她说，有时候楼上的
空调管道漏水影响了楼下，居民都要找钱海军给他们调解
纠纷。

唐洁从志愿活动中感受最多的是“爱是可以流动
的”。为了让这份爱心更好地传递出去，她考取了心理咨
询师和社会工作师证书，在平时的工作中进企业、进社
区，用专业知识为他人排忧解难。

“钱师傅曾经讲过，我们要和老百姓坐在同一条板
凳上。”她说，很多事情要看对方需要什么，所以，她
跟着志愿者团队一起去了凉山走访调研，推动“千户
万灯”项目落地。在此之后，钱海军和志愿者又去了
好几次，为特木里镇的困难家庭改造电路，为当地的
孩子开展电力知识公益讲座。“他还是觉得不够，他
想走得再深入一点，让得到帮助的人更多一点。”她
说。

在唐洁眼中，钱海军就像志愿者团队中的一座
灯塔。“这个灯塔在持续地发亮，关键是在这个过程
中，他并没有忘记初心，还是在为老百姓修灯。”她
说，这一份长达 20 多年的执着与坚守不仅照亮了黑
暗，也温暖了人心。

与钱海军共事11年的唐洁：

他如灯塔一般，持续发亮

记者 张昊

今年 33 岁的戴巧泽，是宁波
市政府新闻办官方平台“宁波发
布”的一名编辑。从去年镇海疫情
发生以来，戴巧泽闻令而动，向

“疫”而行，用“宁波发布”平台
传递战“疫”最强音，发挥主流政
务新媒体平台的舆论引导作用，为
战“疫”凝聚信心和力量，书写媒
体人的使命与担当。

“每天都有疫情的动态在不停
更新，近百条信息需要汇总、分
辨、核实，而且疫情的信息是绝对
不能出差错的。”戴巧泽经常一天
工作 18 个小时以上，两眼熬得通
红，忙到凌晨两三点是家常便饭，
经常几天几夜不着家。

戴巧泽所在的团队负责“宁波
发布”微信公众号、微博、抖音、
视频号等新媒体平台运营。截至目
前，“宁波发布”微信公众号发布
防疫抗疫稿件超 500 条，其中 10
万+阅读量的超 200 条。微信视频
号、抖音号上疫情相关视频播放量
超 8000 万。

“团队人手本来就很紧张，我

如果休息了，就要有同事顶岗，而
各人手头都有繁重的工作要做，我
不想拖累大家。疫情当前，每一条
疫情资讯、每一项市里出台的举
措，对市民来说都是很急需的，我
的身体我心里有数，我还能熬。”

今年 4 月，因为长时间熬夜值
班，戴巧泽突发急性扁桃体炎，发
了高烧。在部门领导要求其调休的
情况下，他执意重返岗位，一边打
着吊针压着高烧，一边通宵值班。

戴巧泽和团队以极强的担当责
任意识和极强的战斗力，保证了

“宁波发布”的每一条微信、每一
条微博、每一个视频，都能及时、
准确、权威地呈现给市民。“宁波
发布”微信公众号粉丝数因此持续
增长，截至目前，已超 120 万，成
为市民眼中权威的政务发布平台。

“小编辛苦了，谢谢你们熬夜
更新第一手的信息”“这么晚还在
坚持，为小布点赞”“我们的困难
通过你们的民情板块解决了，太好
了”⋯⋯“宁波发布”后台一条条
温情的留言，让戴巧泽倍感欣慰。
在市民和网友的期盼中，他再一次
坚定了前进的信心和动力。

“宁波发布”背后的“拼命三郎”：

传递战“疫”最强音

记 者 陈朝霞
海曙区委报道组 孙勇
通讯员 程冰凌

从去年 11 月以来，她五入隔
离点，在抗疫一线接续奋战 120 余
天，服务 2500 余名隔离人员，培
训 250 余名隔离点医护人员。她曾
一天核酸采样 1600 余人，接听 300
多个电话，连续一周每天只睡不到
3 个 小 时 ， 用 青 春 谱 写 了 一 曲

“疫”线战歌。
她就是海曙区古林镇卫生院急

诊科护士郭丽娜。
记者昨天联系上出生于 1997

年的郭丽娜时，她正按防疫规定进
行集中隔离。算起来，这是半年来
她第二次离开“疫”线后的集中隔
离 。“ 一 线 防 疫 医 护 人 员 都 很 辛
苦，我年轻，再苦再累都不怕；作
为一名医护人员，病毒来袭时，闻
令而动、逆行而上，这是我的职
责。”郭丽娜这样说。

去 年 11 月 24 日 ， 郭 丽 娜 请
缨，首次入驻隔离点。郭丽娜说，
她是当时隔离点团队里最年轻的，

电脑用得溜，防疫信息和各类报表
上报等事务性工作也得心应手，所
以毛遂自荐成为隔离点长。

有责任，就要有担当。在隔离
点，郭丽娜对内要积极保障隔离人
员的日常生活和心理健康，对工作
人员进行院感知识、体温监测、核
酸采样等培训；对外则要进行多方
通联、信息上报、人员和物资转运
等工作。“大家都在连轴转，仿佛
一天 24 小时都不够用，汗水常常
浸 透 大 白 服 。” 让 郭 丽 娜 欣 慰 的
是，她优化设计的一整套隔离点工
作流程和制度快捷便利，极大地提
高了工作效率。

今年 3 月 18 日，郭丽娜四赴前
线，担任海曙区横街桃源里综合服
务区医疗保障组组长，参与服务区
从筹备到启用的全程工作，并作为

“教官”对“尖刀连”50多名医护人员
进行培训，曾和同事们一道连续奋
战15个小时安置 356 名隔离人员。

这几天，虽然远离“战场”，
但郭丽娜依旧牵挂“疫”线。她
说：“宁波是我出生成长的城市，
这里有我的家人和朋友，作为医护
人员，我心中有一个信仰，就是要
保护他们的生命安全，正如消防战
士、人民警察总是冲向最危险的地
方一样，抗击疫情冲在一线，我义
不容辞。”

半年五入隔离点，
她用青春谱写“疫”线战歌

浙江好人·“疫”线面孔

本报讯（记者陈朝霞 通讯员
励彤 娄嘉瑞）“排队做核酸，站
在一米线上，还能了解一段发生在
脚下的历史，让排队不再无聊，也
缓解了疫情下的焦虑情绪。”昨天
上午，在海曙区江厦街道天一广场
6 号门的核酸采样点，等待采样的
市民看着脚下“一米线”变身为极
具文化韵味的罗城千年地贴，纷纷
点赞。

原来，为了缓解市民排队等待
时的无聊情绪，唤醒城市历史记
忆，江厦街道以“罗城千年历史变
迁”为主题，在天一广场 6 号门核
酸采样点上设计了一批特色“一米

线”地贴，内容从公元 695 年天封
塔始建，跨越至 2014 年三江口入
选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点，让“一米
线 ” 摇 身 一 变 成 为 “ 历 史 文 化
线”，将常态化核酸采样与历史文
化变迁相链接，为疫情防控注入更
多底蕴和温度。

记者现场看到，13 张明黄色
的 罗 城 千 年 地 贴 延 续 了 近 40 米
——公元 695 年至 696 年，建天封
塔；公元 1372 年，知府张琪在原
景福律寺重建“宁波府城隍庙”；
公元 2003 年，灵塔街道更名为江
厦街道⋯⋯市民每前进一米就跟随
着历史的长河跨越了百年。

“一米线”变身“历史文化线”

市民脚下的“一米线”变身为罗城千年地贴。 （陈朝霞 励彤 摄）

“千户万灯”项目走进西藏。（姚科斌 摄）

钱海军与志愿者帮助老人维修电扇。（姚科斌 摄）

哪里有需要，哪里就有钱海军。（姚科斌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