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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 说

日前，鄞
州区中河街道
东湖花园小区

内发生惊险一幕：晾晒在该小区某
幢 19 楼居民房阳台外的棉被突然
起火。辖区消防救援站接到报警后
立即赶赴处置，发现棉被已被烧毁
了一大块，而起火的被子里竟然有
个烟头。

人在外上班，烟头天上来；棉
被被烧坏，险些酿火灾……如此场
景，想想都令人后怕。“如果晚到
家一步，后果不堪设想。”受害人
王女士说，这种情况之前已经发生
三次了。

烟头虽小，火患无穷。报道中
东 湖 花 园 这 次 高 空 “ 扔 烟 头 事
件”，如果不是主人回来发现及
时，极可能会引发一场惨痛的火灾
事故。

高空扔烟头，不仅有违公序良
俗，同时还涉嫌违法。根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刑法》，对在高层住宅
随意向窗外丢弃烟头，导致火灾事
故，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私财
产遭受重大损失的，对直接责任人
应追究失火罪，处三年以上七年以
下有期徒刑；情节较轻的，处三年
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根据报道，事发后，受害者王
女士第一时间报警，并将收集到的
烟头一并交给了公安部门作进一步调
查。可以预知的是，借助如今现代化
的侦测手段，找出这个高空扔烟头的

“幕后真凶”应该不是一件难事。
高空抛物就像“高空炸弹”。

每一次高空抛物，都有可能是一次
重大伤害，无论是对人对己，都是
难 以 承 受 之 重 。 解 除 “ 高 空 炸
弹”、杜绝“高空隐患”，除了宣传
劝导，更要重拳处罚，只有祭出

“刑事责任+民事重赔”组合拳，
才能形成威慑力，才能让那些“无
知无畏者”引以为戒。

（欢迎投稿，来稿请发民生邮
箱1871684667@qq.com）

高空扔烟头会惹大祸

本报讯（记者吴向正 通讯员
朱虹） 记者昨日从宁波市慈善总会
获悉，目前市慈善总会共有 154 个
小微慈善基金，共筹集善款 80 万
余元。在这些小微慈善基金中，许
多是由市民以家庭的名义设立的，
它们在推进家风建设方面发挥了重
要作用，成为家风建设的有效“推
进器”。

宁波市慈善总会首届捐赠人交
流会近日在宁波市雅戈尔·甬尚慈
善 （社工） 服务中心举行。会上，
众多小微慈善基金设立者讲述了设

立基金的初衷和感悟。大家谈到，
通过设立小微慈善基金的方式，长
期坚持做慈善，有利于全家人逐渐
树立起慈善意识，还能促进家庭和
睦，培养后代优良品德，从而收获
满满的幸福感。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小微
慈善基金从原来的‘人人慈善小工
具’，逐渐演变成了良好家风建设
的‘推进器’，这真是一个意外的
收获。”市慈善总会相关负责人说。

仇振燕慈善基金便是一个很好
的例子。该基金是以家庭为单位设
立的小微基金，其名称取自一家三
口每个人的名字。设立人仇先生
说，“设立基金后，我感到家庭氛
围 更 好 了 。” 自 2017 年 设 立 基 金
后，仇先生一家每天早上起床后的
第一件事就是往基金里捐款。仇先

生也养成了日行一善的习惯，特别
是在结婚纪念日等特殊的日子里，
还会多捐一些，基金规模已超 2 万
元。仇先生感慨：“勿以善小而不
为，每日行善，心情舒畅。”

如仇先生一家那样坚持“善小
而为，善小常为”的家庭不在少
数。参加交流会的“一帆风顺”慈
善基金、从“心”开始慈善基金、
王凯丽慈善基金、共同梦想慈善基
金等设立者都和家人一起长期坚持
向自己的基金“投钱”，基金规模
不断扩大。

在小微基金的推动下，有些小
朋友的压岁钱也因为慈善而赋予了
一层温暖的含义。蛋蛋慈善基金的
设立人林女士每年替孙子将部分压
岁钱存入其中，希望用言传身教的方
法教导孙子做善事、做好事。无独有

偶，设立诺宝慈善基金的陈同学也
把自己的压岁钱存入基金中，希望
远方的同龄人健康快乐成长。

参会人中年龄最小的是一名五
岁的小朋友李小白。2017 年，她
的母亲为了庆祝她的出生，设立李
小白慈善基金。该基金不仅伴随李
小白的成长，也寄托了一位母亲对
家庭、孩子殷切的期望。

据了解，宁波市慈善总会小微
基金是捐赠人基于慈善目的，自愿
通过互联网向市慈善总会捐赠一定
数额的资金而设立的基金，捐赠人
承诺每年至少捐赠 365 元，上不设
限。小微基金的捐赠人对自己设立
的基金享有冠名权和资金使用的监
督权，所捐赠的资金全部用于慈善
救助及社会公益事业，市慈善总会
不从中提取任何费用。

154个小微慈善基金
成我市家风建设“推进器”

记者 徐欣 通讯员 陈星璐

事后“救”不如事前“防”。为
深刻吸取“2.14”火灾事故教训，
海曙消防救援人员日前重返火场，
还把辖区内各沿街店铺负责人等100
余人请到老实巷 30 号，“阿拉对你
讲-火场讲大道”现场开课。

2 月 14 日 7 点，老实巷 30 号的
面馆突然起火，导致面馆内部完全
烧毁，相邻店铺部分过火，所幸未
造成人员伤亡。

在这场别开生面的现场会上，
海曙区消防救援大队防火监督员郎
园园通报了此次火灾基本情况，并
带领全体参会人员查看火灾事故现
场，以最直观的方式“零距离”感

受火灾“断壁残垣”的景象，深析
火灾原因，了解背后疑云，进一步
提高参会人员对消防安全的重视
程度。

防火监督员向市民介绍，该面
馆存在隔层。虽然无人员违规居
住，但是面馆及相邻店铺，皆使
用了可燃易燃材料进行分隔，才
造成火势蔓延。随后防火监督员
就火灾事故后存在的消防安全问
题及如何预防沿街店铺火灾措施
提出建议。

大队相关负责人告诉市民，要
时刻绷紧安全生产之弦，牢固树立
生命至上、安全发展理念，警钟长
鸣，举一反三，从事故中汲取教
训，杜绝侥幸心理和麻痹思想。

火灾现场变课堂
警示教育“零距离”

本报讯（记者伍慧） 记者在昨
天下午召开的全市教育系统援疆教
师行前工作会议上了解到，我市
52 名教师将“组团”赴新疆支教。

本次选派的 52 名教师，来自
宁波各区 （县、市） 的幼儿园、小

学、初中、普高、职高和多所高等
院校，覆盖了从学前教育到高等教
育的所有学段，他们政治坚定、业
务成熟，即将用自己的专业、学识
以及家国情怀扛起宁波教育人的责
任担当。

我市52名教师
“组团”赴新疆支教

市民“零距离”感受火灾“断壁残垣”的景象。（徐欣 陈星璐 摄）

通讯员 郑轲 记者 陈敏

今年是宁波市第二医院建院180
周年，2月21日上午，该院以一场大
型义诊开启建院180周年院庆活动。

宁波市第二医院创建于 1843
年，是中国最早的西医医院之一。
可以说，该院点亮了我市乃至国内
西医治病的火种。其前身宁波华美
医院以及附设的华美护校培养了一
大批医学人才，促成了我市现代医

院蓬勃发展的燎原之势。1954 年
医院更名为宁波市第二医院，迅速
占据医学高地，在市内和浙东地区
率先开展断肢再植等一系列外科手
术，创下了诸多市内乃至省内首
例。该院还先后成建制迁出大批量
专技人员，组建市妇儿医院和市李
惠利医院，为我市卫生健康事业的
壮大做出贡献。

今年该院将围绕“百年医心
厚德为民”的主题，从档案展示、

公益服务、科普宣传、学术交流、
精益管理、文化建设等六个方面，
开展一系列贯穿全年的各类公益及
社会活动。其中，义诊将是系列活
动的一项重要内容，在启动仪式前
该院已联合托管医院、医联体单位
奔赴象山高塘岛乡、海曙横街惠民
村等海岛、山乡开展义诊。启动仪
式上，由医疗骨干组成的党支部义
诊小分队，从院领导手中接过旗
帜，从有着百年历史的华美楼出发

前往中山广场进行义诊。
在中山广场的义诊活动上，该

院派出了 24 名专家，其中不少都
是以往一号难求的学科带头人，为
甬 城 百 姓 的 健 康 问 题 排 忧 解 难 。
据了解，该院各党支部组织的义
诊小分队还将陆续奔赴各区 （县、
市），特别是相对偏远的区域，将
优质医疗资源辐射全市，送到甬城
百姓的家门口，延续“厚德为民”
的二院传统。

市二院以一场大型义诊开启180周年院庆

记 者 陈朝霞
通讯员 程冰凌 张琦

“ 小 胡 ， 带 我 去 趟 理 发 店 ！”
“好的，我马上到！”昨天上午，海
曙区集士港镇山下庄村村民胡裕
定接到村里 80 岁老人袁珠花的电
话后，立即骑上三轮车上门接人
了。

胡裕定今年 60 岁，骑三轮车
接村里出行困难老人出门办事，已
成为他的日常。

在山下庄村，70 岁以上的老
人手头都有一张写有胡裕定电话的
小名片。老人平日里如果需要去村
委会办事、去村卫生院配药、去原
乡街理发，出行不便的话都会打胡
裕定的电话。

接到电话后，胡裕定立马骑着
三轮车接上老人去办事。村里的老
人说，什么事情找胡裕定，他都
帮，三分钟就到嘞！于是，村民亲
切地称呼胡裕定为“三分到”。

胡裕定说，用三轮车载人的初
衷是为方便邻里。2020 年 6 月，随
着疫情防控措施的调整，村民常常
需要进行核酸采样，有时还要出门
接种疫苗，村里一些老人感到出行
不方便。“老人出门一趟太累，我反
正退休了闲在家，就想着为老人们
做些事情。”胡裕定说，那时候，一
天最多时需要往返核酸采样点、疫
苗接种点与村民家中20多趟。

除了服务老人，只要村民有需
要，胡裕定照样提供接送服务。村
民章师傅记得，前不久的一天，本
来到了接儿子放学的时间，但是自
己有事走不开，家人也不在家，就
试着拨打了胡裕定的电话。胡裕定

接到电话后，二话没说就去帮忙接
孩子，并“托管”在自己家里，直
到章师傅下班来接。

如今，生活回归常态化，村里
老人的需求从进行核酸采样、打疫
苗，变成了生活琐事需要跑腿，他
们还是习惯性地想起胡裕定。胡裕
定更忙了。

随着老人出行的需求日益增
多，山下庄村召开村民代表大会，
征询大家意见，提出是否能购置一

辆汽车，让服务从“三分到”升级
为“四方跑”。

这个提议得到村民的支持，很
快，汽车到位了。“这辆车平时停
在村委会，村民有事时，村干部、
志愿者有权使用这辆汽车。”山下
庄村村委会相关负责人介绍，随着
设备的添置，如今村里提供的服务
内容更广、跑的路程更远了。

在胡裕定的带动下，山下庄村
劲刮“文明新风”，越来越多的志

愿者加入“三分到”“四方跑”的
爱心接力。春节前夕，独自在家的
村民胡定祥老人支气管炎发作，拼
命敲打二楼地板。网格民情联络员
兼“四方跑”志愿者章纪耀巡逻网
格时听到声音立马查看，发现情况
后第一时间呼叫 120，并和两名村
干部一道，把 100 多公斤的老人背
下楼，用“四方跑”将老人送到大
路上等待 120 救援，为抢救老人争
取了宝贵时间。

村里有个义务接送老人的爱心“骑手”

胡裕定骑三轮车义务接送老人。 （陈朝霞 程冰凌 摄）

本报讯（记者吴向正 通讯员
刘小环 实习生王与时）“妻子在
医生‘手把手’指导下，坚持居家
康复训练，最近手臂比以前灵活多
了！”昨日上午，鄞州区明南社区
居民老张通过视频连线，向市康复
医院医务人员表示感谢，“宁波市
康复医院开设的‘线上病房’为残
疾朋友做了一件大好事”。

当天一大早，宁波市康复医院
骨关节康复科医生田地和治疗师叶
彩影等医务人员打开了“线上病
房”视频系统，为老张的妻子沙女
士提供线上查房和诊疗服务。

沙女士因中风导致偏瘫，曾经
住院作康复训练，但回家时间久了
身体功能障碍加剧，无法正常行
走。去年，沙女士纳入“线上病
房”服务对象后，市康复医院医生
和治疗师为她远程提供诊疗和康复
训练服务。

市康复医院社区指导对外合作
办负责人告诉记者，2020 年医院
为了“停诊不停服务”，创设“线
上病房”居家康复服务。目前，市
康复医院“线上病房”被省残联列
为数字化改革“揭榜挂帅”项目，

医院被省残联确立为“持续加强
‘ 互 联 网 + ’ 一 体 化 居 家 康 复 服
务”试点单位。

通过几年的努力，市康复医院
“线上病房”逐渐形成“服务对象
精准化、服务方案定制化、服务流
程标准化、服务手段云端化”等特
点。根据“线上病房”服务特点，
科学设定线上患者入选条件，并通
过需求排摸和逐一入户评估精准筛
选适宜的服务对象。2022年，市康
复医院 （总院+象山分院） 成立了由
12 名医生、4 名护士、37 名治疗师
组成的“线上病房”专业服务团
队，实行“一人一案一团队”，定制
个性化康复服务方案，提供远程康
复诊疗服务。“线上病房”年度住院
时间最长不超过 3 个月，其间每周
两次对患者远程查房。康复训练每
个月不少于 15个工作日。医务人员
在康复治疗前、中、后期各进行一
次上门康复评估。

据介绍，目前，市康复医院已
开展两轮“线上病房”居家康复服
务项目，已为 86名残疾人提供“线
上病房”居家康复服务，服务对象
的身体功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提升。

市康复医院“线上病房”
让康复服务延伸到家
已有86名残疾人享受居家康复服务

市二院专家在中山广场的义诊活动上，为甬城百姓的健康问题排忧解难。 （郑轲 陈敏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