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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 者 孙肖 许天长
通讯员 叶晶晶 邬银燕

中国人对节日的浪漫，常常会
通过不同的食物来表达。

每到仲夏端午节前夕，北仑柴
桥芦北社区的胡安琴家中就会粽叶
飘香，她开始忙着包粽子、送粽
子，这样忙碌的节奏要持续到端午
前一天，而这一干就是 11 年。

这不，今年的送粽子行动又开
始了，不过昨天比较特别，她送出
了自己包的第 60001 个粽子。

“十一个年头了，你每年都给
我 送 粽 子 ， 难 为 你 每 年 都 记 得 ，
阿琴的粽子味道赞足嘞！”今年 90
岁的王瑞鑫大爷就住在胡安琴家
楼上，每到端午节前夕，胡安琴
会把今年包的第一份粽子送往王
瑞鑫家。而收到她粽子的不仅仅
是周围的街坊邻里，还有子女不
在身边的老人、孤寡老人和老兵
群体。

“大家都是乡邻，有的人家工
作忙没空包粽子，有的人家不会
包 粽 子 。 他 们 爱 吃 我 做 的 粽 子 ，
我也很开心。”胡安琴告诉记者，
从上周末开始，她已经先后采买
了 150 多公斤糯米、各类包粽子用
的辅料。据街坊邻居介绍，胡安琴

是个乐天派，待人热情，乐于助
人，每年端午节前都会义务给街坊
邻居包粽子，每家少则几十只，多
则数百只，豆沙、赤豆、蜜枣等各
种馅都有。

胡安琴包粽子很有一手，不但
包的样子精美，而且速度也很快。
只见她双手将粽子叶卷成漏斗状
后，用勺子舀入适量糯米，然后将
糯米充满压实，再用细绳打个结，
动作麻利优美。一张张翠绿的粽叶
在胡阿姨手中翩翩起舞，忽而四四
方方，有棱有角；忽而又一头尖
尖，好似龙角，一个个有模有样的
粽子陆续诞生。刚包好的粽子，碧
绿碧绿的，看着十分诱人。

除了传统的粽子，胡安琴还会

包上几个“抱子粽”“笔架粽”“狗
头 粽 ” 等 。“ 我 包 着 也 就 图 个 稀
奇，这都是老底子的手艺了，送给
小朋友，他们瞧着喜欢。”胡安琴
自豪地展示着她的传统工艺，并表
示一天里最多能包 600 个粽子，每
年基本定量是做 6000 个粽子。

“包粽子是体力活，一天下来
腰酸背痛，但她从来不声张。”胡
安琴的老伴李杰静告诉记者，为了
能让妻子轻松点，他现在也开始帮
忙 给 她 打 下 手 。 胡 安 琴 笑 着 说 ：

“老公一起帮忙，轻松不少，也让
这件事变得更有意义。”

芦北社区一居民说，邻居们收
到的不仅仅是胡阿姨的粽子，更是
一份邻里情。

11年免费送邻里端午粽

北仑阿姨昨送出第北仑阿姨昨送出第6000160001个粽子个粽子

胡阿姨在包粽子。 （孙肖 许天长 摄）

本报讯（记者金鹭 通讯员宁
筱珉） 宁波的应急救援志愿者有了
免费、专业的风险保障。昨天，宁
波市志愿服务基金会与人保财险宁
波市分公司签约，为宁波市志愿服
务基金会认定的 1000 余名救援队
员免费提供保险。

在保险条例中，除在全球范围
内应急救援服务外，还对志愿者在
拉练、集训、技术比武等活动过程
中，发生的意外事故、住院医疗、
重大疾病等，提供每人 80 余万元
的风险保障。

“本次捐赠救助保险，旨在为
宁波的应急救援志愿者免除后顾之
忧，让他们在付出辛劳的同时，感
受社会真诚的关爱。”人保财险宁
波市分公司副总经理邱禾萍说。

记者了解到，宁波应急救援
志愿者队伍已成为应急保障工作
的民间组织力量，发挥了重要的
补充作用。

数据显示，目前宁波市共有注
册志愿者 215 万人，志愿服务组织
1.4万余个。这些年，宁波的社会救
援队伍曾作为专业救援力量多次参
与长三角地区城市内涝、洪水、台
风等灾后救援工作。今年 2 月，他
们的身影还出现在土耳其地震灾区。

记者调查发现，不少救援队即
便有能力为队员购买保险，但市场
上鲜有保险公司推出专业的救援
险。条件稍好的救援队，大多会
选择两种替代产品，即意外伤害
险和户外专业领域保险。而这些保
险多数会标明“明知存在危险还前
往，保险公司可以不予理赔”的条
款。一旦出现状况，理赔也可能遇
到麻烦。

“此次签约，就是要解决此类
痛点，让广大应急救援志愿者能义
无反顾、精准高效提供应急救援服
务。”宁波市志愿服务基金会理事
长俞宁说。

让“逆行英雄”无后顾之忧
宁波民间救援队有了专业保险保障

昨天是全国爱眼日。当天上午，海曙鼓楼街道党建联建单位宁波眼病
中心医院医务人员来到鼓楼同心荟，为文昌社区的老人进行眼科义诊。现
场，老人们在医务人员引导下依次接受视力检查及白内障检测。医务人员
仔细查看老人眼部健康状况，还不忘提醒老人如出现视力下降、视物模糊
等情况，一定要及时到医院就诊，早发现、早医治。

（徐能 忻之承 摄）

守护老年人眼部健康

通讯员 李璟璟 徐晨燕
记 者 陈敏

30 岁 的 王 先 生 怎 么 也 没 想
到，一觉醒来居然中风了，而且因
为错过了溶栓治疗的窗口期，已经
失去了手术机会，目前只能在医院
接受保守治疗。医生说，罪魁祸首
是他吸烟喝酒、日夜颠倒的不良生
活习惯。

王先生是一名自由职业者，经
常熬夜写稿子。他是十足的夜猫
子，凌晨才睡，中午才起床。王先
生还是一个老烟民，一天一包烟雷
打不动。三天前的晚上，他和朋友
聚餐一直到凌晨回家，之后又熬夜
到 3 点才迷迷糊糊睡觉。他像往常
一样第二天早上 11 点起床。令他
吃惊的是，想从床上坐起来，发现
右边的身体移动不了，就拿出手机
打给家人，发现说话口齿不清，唾
沫都吞不下去了。

最终家人把他送到了李惠利医
院急诊，一查竟然是脑梗。由于王
先生脑梗发生时间已经超过了 4.5
小时，错过了溶栓治疗的窗口期。

“不良生活习惯所致。”接诊的
任王芳医生为此深感惋惜。临床上
像王先生这样 30 岁的中风青年并
不少见，这都和年轻人吸烟、经常
熬夜等不良生活习惯相关。

任医生告诉记者，老百姓口中
的脑梗、脑中风在医学上叫缺血性脑
卒中，引起脑卒中有两大危险因素，
一是无法干预的危险因素，像年龄大
于 55周岁，有脑卒中家族史。二是
我们可以干预的，像高血压、高血
脂、糖尿病、心脏病、吸烟、肥胖、
熬夜、缺乏运动等。

“良好的生活习惯可以大大降
低脑卒中的发生率。”任医生提醒
年轻人要戒烟限酒，尤其是要避免
长期熬夜，平时要适当运动，饮食
上也要避免暴饮暴食，避免长时间
摄入高糖高脂食物。

“时间就是大脑，早期识别脑
卒中很关键。”任医生为此介绍了
脑卒中的快速自我识别的三个步
骤：一是看脸，一张脸部是否对
称，嘴巴有无歪斜；二是查肢体，
两只胳膊或两条腿，一边没有力
气，抬不起来；三是聆听说话，讲
话口齿不清。

“ 只 要 有 上 述 其 中 一 条 的 症
状，请立即拨打 120。”任医生表
示脑卒中的救治越快越好，不要有
任何延迟。

抽烟喝酒日夜颠倒
30岁小伙突发脑梗

梁正

据昨天《宁波
日 报》 民 生 版 报

道，今年 6月 6日是第 50个世界环
境日，一场以“烟头不落地 清
爽家园迎亚运”为主题的新时代
文明实践活动拉开帷幕，百余名
志愿者向烟头宣战，以清爽面貌喜
迎亚运会。

烟头很小，就产生在烟民嘴
边，丢弃烟头，只在“弹指间”；
烟头很“大”，乱丢的烟头折射出
一个人、一座城的文明素养。

让烟头不落地，一是需要市民
主动配合，从源头上掐灭公共场所
的香烟。“无烟单位”“无烟办公
室”“无烟会议室”，使许多干部职
工因此戒掉了吸烟的不良习惯，但
远离“烟雾缭绕”的环境、躲开二

手烟的危害，并非易事。吸烟的市
民需要自觉，为了自己和他人健
康，严禁在公共场所吸烟。二是加
大宣传力度，积极引导。近年来，
我市部分街道社区创新开展“捡烟
头赠礼品”等活动，吸引了众多市
民广泛参与，通过捡拾起“被忽视
的文明”，不仅有效提升了市民的
文明素养，还引导大家主动以城市
主人翁的责任感共建共治共享美好
宜居城市。要多推广类似活动，引
导市民从身边事做起、从小事做
起，用实际行动支持文明创建。

营造干净、整洁、有序、美丽
的城市环境，需要我们从“不让烟
头落地”这样细微的举动做起，共
同践行文明健康、绿色环保的生活
方式。

（欢迎投稿，来稿请发民生邮
箱1871684667@qq.com）

莫让烟头堵塞了文明通道

本报讯（记者陈朝霞 通讯
员裘保莉 陈洁 陈蝶尔） 昨
天，海曙区望春街道春城社区党
委联合宁波轨道交通 SG6108 标
宏润建设党支部开展助力高考志
愿服务活动，社区和企业携手在
望童北苑小区南门二标段拱门处
设点送祝福。

摊位前挂满了一串串载着美好
祝福的“鸿运牌”，志愿者向考生
及家有考生的居民派发“高中”大
礼包——定胜糕和粽子礼盒。

寒窗苦读，花开六月，这是所
有学子人生的重要时刻，也是牵动
万千家长的重要时刻。今年春城社
区辖区有 20 余名高考生，为给考

生营造良好的迎考环境，春城社区
在微信网格群、小区业主群、小区
宣传窗等处转发、张贴、传播“护
航高考”倡议——“高考期间，请
各位居民车辆进出小区关闭报警系
统、非必要勿鸣喇叭，以防干扰考
生复习与休息”⋯⋯

此外，社区还积极排摸考生家

庭现状，对接考生需求，提供相
应的志愿服务。

社区和企业携手定制的“服
务清单”中，还有“爱心车队”为出
行不便的考生提供“考中接送”服
务，企业则发挥项目部人才资源，
为有意向填报理工类的考生在考
后提供专业填报咨询服务。

护航倡议、接送服务……

海曙春城社区携手企业助力高考

护航2023高考

今天是 2023 年 高 考 首 日 。
为给广大考生营造舒适、安静
的 备 考 和 休 息 环 境 ， 昨 天 晚
上，镇海区九龙湖镇综合行政
执法队队员来到居民区附近的工
地，要求施工方在高考期间晚上
全面停工。随后，队员们来到辖
区一公园内，对跳广场舞居民进
行劝导。

（陈结生 毛松 摄）

严控噪声

记者 戎美容 通讯员 毛家栋

小山干峰是余姚市大隐镇云旱
村旱溪头自然村里一座普通的小山
丘，离村主干道较远，山上也没有
村民居住。就这么一处旮旯山地，
近几天，成了当地村民口中最念叨
的地儿。

“那条泥泞的山路通啦，路铺
得可好喽！”“过几天，我们可以叫
上海亲戚来吃杨梅啦。”

59 岁的村民毛祖芳听到这个
消息后，乐得合不拢嘴。以前每年
到了吃杨梅的时候，他是既欢喜又
担忧，欢喜的是可以摘点自家的杨
梅，寄给远在外地工作的孩子尝尝
鲜，以慰思乡之情；担忧的是这时

节最容易下雨，通往山上唯一的小
路就会泥泞不堪，自己也不知摔过
多少回。

如今这条泥泞路变成了平整的
沥青路，“今年上山方便许多，实
在是太感谢啦！”毛祖芳口中的这
条山路长约 1.5 公里，连着小山干
峰，村里有 34 户梅农的杨梅树在
山上，有 200 多亩。

若干年前，村民们向云旱村第
二前哨支部书记洪康德抱怨过此
事，这位热心的书记也一直把修路
之事放在心上，但要铺沥青路，预
算费用在 6 万元左右，在经过对 34
户村民挨家挨户的走访后，洪康德
发现，这些村民以老人和妇女为
主，经济实力普遍一般，要让村民

承担修路的费用，几乎是不可能。
此后，修路的事情一再搁浅。

今年 4 月，眼看又是一年杨梅
季到来，这一次，洪康德下定了决
心，要将小山干峰的“杨梅路”修
成。在前哨支部会议上，洪康德打
算众筹修路，他首先表态愿拿出 1
万元作为修路资金。

“ 我 也 是 一 个 70 多 岁 的 老 人
了，每次看到年老的村民在山路上
走，生怕出什么事。这条路如果能
修好，也是长久的好事，否则我心
里不踏实！”洪康德的这番发自肺
腑的话感染了村党员。“我支持！
我拿出 1 万元！”“好！我也捐 1 万
元 ！” 党 员 洪 柱 军 和 洪 丰 相 继 响
应，在众人的支持下，很快筹集到

了 4 万元，但仍有 2 万余元的缺口。
随后，洪康德找到了云旱村党

总支书记洪湖，说明了有关情况，
一周后，洪湖主动联系洪康德并表
示，经过村集体讨论，小山干峰

“杨梅路”修建还需要的 2 万余元
资金缺口，由村集体出资补助，并
且今后村里如果有类似的“杨梅
路”需要修建，村集体都会根据实
际情况，最高补助 30%的资金。

资金问题得到解决，村民们心
心念念的“杨梅路”终于在前不久
修成了。

如今，新修好的山路不仅下雨
天不再泥泞，还可以容纳一辆小货
车运送杨梅，村民再也不会为了杨
梅采摘问题头疼了。

村里众筹建“杨梅路”34户梅农越走越“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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