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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上6点半，寒冬的雨丝逐渐密
集。慈溪虞波花园小区南园的爱心服务
站里灯火通明，包括小区业委会主任、副
主任、委员及医生志愿者在内的六七位
小区居民，早已把这个不过20平方米的
服务站打扫得窗明几净，跟往常一样等
着为前来求助的居民提供服务。

服务站墙上挂着的两面锦旗，引起
了记者的注意，其中一面是小区居民对
这群五年如一日送爱心的志愿者的感
恩；另一面则是横河镇大山村村民戚女
士一家对其中一位“居民医生”范晓东
的感谢。

记者 吴震宁 郑昕玮
通讯员 严介军

他们都有双重身份

之所以称这群医生志愿者为“居民医生”，是因为
他们有着双重身份。一方面，他们是虞波花园小区的
普通居民，另一方面，他们又都是慈溪当地公立医院
里内科、外科、儿科、妇科等多个科室的专业医务人
员，其中包括原院长、主任、副主任医师。

“我们小区与慈溪人民医院一街之隔，我曾初步
统计了下，小区里的医务人员达到50多位。于是当
初成立爱心服务站时，我就希望利用这一资源为邻里
们提供一些志愿服务。”已当了10多年虞波花园小区
业主委员会主任的蔡企胜这样告诉记者。没想到这
一提议一呼百应，不但居民拍手称好，医生业主们也

纷纷表示愿意无偿奉献自己的一技之长。
于是，在2011年10月，虞波花园爱心服务站正

式成立。此后每周的周一至周六晚上，这群“居民医
生”风雨无阻地出现在这个服务站，为居民提供细心
周到的志愿服务。

“刚开始来这里咨询和求助的都是小区居民，后
来名气越来越大，周边的许多市民也纷纷慕名而来。”
蔡企胜说，爱心服务站成立5年多来，登记在册的志
愿服务已逾1.2万人次。服务站的专家也从刚开始的
8人增加到现在的15人，而且服务内容也从医疗、法
律扩大到了工商、税务等。

爱心从服务站延伸

自从爱心服务站成立之后，“居民医生”为大家提
供的服务不断地延伸。除了站里每晚1个半小时的
咨询服务时间，其他时候只要居民求助，“居民医生”
也都全力以赴，能帮则帮。

小区里一对年近九旬的夫妇，因为身患多重疾
病，总担心会突然离世，心理压力很大。“居民医生”林
晓雷得知情况后，多次指导他们如何在家正确按时用
药，并在心理上加以疏导。一段时间后，两位老人身
体情况明显好转，心情也放松下来。

两年前的一个深夜，普外科医生范晓东接到居民

老叶的电话：“我肚皮痛煞了，怎么办啊？”范晓东听他
把病情描述清楚后分析是阑尾炎发作，让老叶赶紧到
医院动手术，同时他在医院做好术前准备等老叶。这
是一个不眠之夜，范晓东一直为老叶忙到了早晨6点。

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几位心慌胆怯、晚上无法
入眠想轻生的病人，得到“居民医生”的建议治疗后，
解决了失眠之苦，恢复了正常生活；不少患有高血压
的老年居民，得到“居民医生”的指导后，有效控制了
血压；一位晚期乳腺癌病人被病痛折磨得死去活来，
经过“居民医生”的治疗建议，减轻了痛苦……

在这群无私奉献爱心的居民医生中，还有一对
“居民医生”父子，接力奉献爱心，在居民中传为佳
话。他们就是范晓东医生和他已经过世的父亲。范
晓东医生的父亲是慈溪人民医院的老院长。

“3年前，范院长过世，我去参加他的告别式，范
晓东医生主动请缨，接过父亲的爱心接力棒。我当时
并没有一口答应，因为我知道他特别忙，生怕他家里
人不愿意。”蔡企胜告诉记者，业委会对“居民医生”的
选择有个特殊的标准，仅医生本人同意没用，必须家
里人也同意。“毕竟大家都知道医务工作者平时工作
就很忙，能陪家人的时间不多，如果因为他们要提供
志愿服务，而导致家庭不和谐，那就有违我们邻里和
谐、家庭和睦的初衷了。”

不过，蔡企胜的担心马上就被打消了。范晓东的爱
人、母亲都全力支持他成为一名“居民医生”。范晓东
说，父亲生前得到很多居民的关心，他现在“子承父业”，
既是为了完成父亲未了的事，也是想回报这里的居民。

更让人感动的是，范晓东的母亲郑秀婉，这位八
旬老人也加入到志愿服务的行列中来，跟儿子一起并
肩为大家提供服务。虽然她不是医生，但已是服务站
内一名优秀的“后勤”：端茶、倒水、打扫卫生等，每晚
都在这里忙得不亦乐乎。

虞波花园小区里的这群“居民医生”，五年如一日
地为小区居民以及慕名而来的其他市民提供志愿服
务的无私精神，如今已经成为虞波社区、浒山街道乃
至整个慈溪文明志愿者的一张靓丽名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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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对象】
竺美龄 奉化区沙堤村的一名“村小二”

2014年，“80后”大学生竺美龄辞掉在外贸公司的
工作，回到奉化沙堤村，成为一名“村小二”（阿里巴巴
村淘合伙人）。她将自己家原来经营的副食品店改造
成了“村淘服务站”，帮助村民在网上代购农资农具
和生活用品。

竺美龄说，一开始，村民们相当抵触互联网，甚至
觉得“不靠谱”。通过普及互联网知识、体验网购后，
他们享受到实惠和便利，开始主动“触网”，“逐渐改变
了传统消费习惯，从肥皂、酱油到轮胎、家电，大大小
小的物品都在网上买”。

除了帮村民网购，竺美龄的村淘服务站还为当地
的土特产提供代销服务。在改变村民生活方式的同
时，农村电商也给村民带来了生产方式的改变。

沙堤村是奉化水蜜桃的重要种植基地之一，从
2015年开村淘服务站之初，竺美龄就陆续帮村民代销
了不少水蜜桃，最远的订单来自西藏、新疆。2016年，
竺美龄与另外4位村淘合伙人一起开了土源农产品

合作社，注册了“桃大婶”商标，以水蜜桃作为销售单
品，进行品牌化营销，大大改变了果农往年丰产却愁
卖、增产不增收的困境。

【画外音】
陈强宏 宁波市商务委电商处处长

“互联网＋”向广大农村的加速渗透，正给当地经
济带来一系列化学反应，催生更多机遇。

对于宁波的农村群众来说，农村电商带来的最大
变化就是，它正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重塑着广大村民
的消费习惯、销售模式，进而影响着他们的生活、生产
方式。传统的农村经济发展模式随之迅速“颠覆”，网
货进村、土货进城成为一种时尚，为农民致富增收增
添了强大的后劲。

除了成为加速农产品“走”出大山的助推器外，农
村电商的重要意义还在于吸引更多年轻人回乡创业，
带动农村人脱贫致富，促进农业结构调整升级。

受农村电商这股热潮的影响，像竺美龄一样的城
市知识青年转型成为一个新群体——“村小二”，农村
电商的创业带头人。带动新型职业农民、家庭农场
主、合作社社员转型成为拥有互联网思维、掌握信息
化技术的市场主体；牵引并带动更多的普通农民用互
联网改善消费体验。

【一组数据】

伴随互联网加速进入农村的步伐，宁波越来越多
的农村因为电商的到来而发生变化。市商务委数据
显示，截至2016年12月底，以淘宝、天猫、京东为例，
宁波市共有农产品活跃网店2530 家，实现了线上线
下联动的全渠道营销。电子商务成了撬动宁波市农
业产业升级的新动力。

继续深度“拓荒”农村电商，从何处发力?
记者从市商务委获悉，至2017年年底，我市将建

成10个县级农村电子商务运营中心；每年新增200个
以上村级电子商务服务点；培训专业化农村电商人才
1万人，逐步建立全市农产品网络销售体系、农村电商
服务体系；农产品网络销售额将突破80亿元，县域网
络消费额占当地居民消费总额的比重超过35%；推动
全市农村电商发展进入新阶段。

目前，强化对农村电商创业人才的支撑，是发展
农村电商的重中之重。宁波市商务委联合相关部门
出台了《宁波市电子商务人才培训三年行动计划》，通
过举办多期农村电商创业大赛，挖掘了一批农村青年
电商带头人。借助宁波市电子商务学院、网商大学、
高等院校、社会培训机构等力量，计划到2017年培训
专业化农村电商人才1万人。

有了农村电商，奉化水蜜桃最远卖到了西藏、新疆，果农们心里有底了

互联网+农产品=致富增收

喜迎党代会 我来点个赞赞

□记者 史娓超 通讯员 蔡朝晖

不遗余力为邻里 子承父业助居民
虞波花园小区的“居民医生”五年如一日爱心送医从2011年至今，每周一

到周六，华灯初上时，在慈
溪虞波花园小区的爱心服
务站里，总有这么一群“居
民医生”在百忙中抽空到
岗，为大家提供医疗咨询、
解疑释惑……

子承父业爱心延续

“居民医生”范晓东为居民看病。记者 吴震宁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