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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孔玲 通讯员 张庆华
宓水旺） 前天晚上，余姚低塘镇历山村村民
许焕新在高铁余姚北站捡到一只黑色皮包，内
有现金1.4万余元，还有诸多重要证件以及采
购合同。面对巨款，许焕新没有动心，而是想
法找失主。在皮包失而复得后，来自四川的失
主李先生由衷感叹：“宁波市民素质很高，我也
想在这座美丽的城市定居了。”

前天晚上8点半左右，许焕新开车前往余
姚高铁站，把车停在高铁站北面的小路上。

“就在关闭车灯的瞬间，看到绿化带边的
人行道上，好像有只小皮包。”许焕新说，当时
周边没有人，走上前才发现，那是只男士用的
皮包。打开一看，里面有厚厚一沓现金，还有
身份证、银行卡等物品。

“丢包的人不知多着急呢！”许焕新说，包
里有多少现金他也没细数，就想着怎么找到失
主。他决定先在原地等。但在寒风中站了十
几分钟，失主依旧没出现。看到不远处有交警
值班岗亭，他便请交警帮忙寻找失主。

当晚执勤的是余姚交警大队秩序中队的
张伟荣。许焕新找到他时，是晚上9点40分左
右。张伟荣立即将情况汇报到交警大队指挥
中心和110指挥中心，通过110指挥中心查到
了失主李先生的联系方式。“失主到达后，当面
清点包内物品，发现现金就有14660元。”张伟
荣说，仔细核对失主身份信息之后，确定钱财
分文未少，警方便将钱包归还给了李先生。

说起皮包失而复得一事，李先生的感激之情
无以表达。他对记者说，当晚他也把车停在车站
北面的路上，皮包本来放在驾驶室坐椅边，后来
开车走了，根本没注意皮包掉落到地上。

记者了解到，许焕新在慈溪一家私企务
工，每月有近4000元的收入，虽然不算多，但
他很知足。“不义之财不能要，靠双手劳动挣来
的钱花得才安心。”面对包里这么多现金，许焕
新坦言没有丝毫动心。

李先生是四川人，在杭州湾世纪城从事建
筑工作。他告诉记者，他想当面感谢许焕新，
但被婉言谢绝了。

本报讯（记者 边城雨 通讯员 许东珂 胡文
岚） 大部分公厕都是不提供厕纸的，市民如厕要自
备，但鄞州区有一个公厕却是例外，这里备有免费的
厕纸，给周边居民带来了不少便利。而这些厕纸都是
公厕保洁员张师傅自掏腰包提供的。

这个公厕位于新城社区文化广场。昨天下午，记
者在现场看到，公厕里备有一卷厕纸，市民可以自行
取用。公厕的保洁员叫张林德，今年60多岁，厕纸是
他买来的。每天一大早，他都会把厕纸放到公厕，供
人免费使用。

新城社区居委会的小胡对记者说，张师傅前年5
月开始做公厕保洁员，每天早上6点就来了，晚上8
点才离开，每天得扫10多次，虽然辛苦，干得却很努
力。

记者了解到，张师傅家里经济条件非常困难。当
公厕保洁员之前，他没有工作，妻子、女儿都是残疾
人，一家人的收入全靠原先村里的股份分红。2015
年，新城社区为了给在文化广场周边参与活动的居民
提供方便，将原本职工内部使用的厕所进行了全面改
造，对外开放成了公共厕所。张林德被社区聘为保洁
员。

张师傅说，得到这份工作，他特别珍惜。工作之
余，他留意到一个现象：上厕所的居民有时因为匆忙
忘带厕纸，很尴尬。他决心为公厕免费提供厕纸，如
今已经快两年了，他从未间断过。社区居民赵先生
说，听说张师傅家里生活不容易，还给大家提供厕纸，
大家都很感动，所以用的时候都很注意节省。

“买厕纸一个月大约花150元，没有几个钱，这是
小事，没什么，只要给大家带来方便就好。”张师傅一
个劲儿地说。

张师傅还说，几天前，社区专门找过他，想把买厕
纸的钱补给他，被他谢绝了，“社区很多居民都帮助过
我们，自己力所能及做点回报，这是理所当然的。”

本报讯（记者 童程红 通讯员 庄立） 昨天
上午，在中国石化镇海炼化分公司，180名员工用献
血的方式，过了一个充满大爱的情人节。

当天，主题为“二十年爱心奉献，感恩同行”的镇
海炼化无偿献血二十周年庆典宣传活动在镇海炼化
影剧院举行。每年两次大型献血活动，累计8000余
人次参加，总献血量达220多万毫升，这是20年来镇
海炼化的献血“成绩单”。如果按一名患者用血400
毫升计，这些血，帮助了5000多人。

每年春节前后都是我市用血最为紧张的时候，在
这个时候组织职工献血，是镇海炼化的一项“传统”。
昨天，180名员工又撸起袖子献出7万毫升鲜血，其
中有兄弟、姐妹、夫妻，有一些新面孔，还有许多老面
孔。

镇海炼化仪控部工会主席孟长青也出现在昨天
的献血队伍中。他从1997年就开始献血，是企业里
坚持无偿献血时间最长的员工之一。“20年来我每年
都坚持献血两次以上。”孟长青笑着说。

质技中心电站分析班副班长鲍家瑞累计献血5
万多毫升，是全市有名的献血明星，曾荣获全国无偿
献血奉献奖金奖，也是省直机关第三届道德模范。昨
天，他早早献完血，就在现场当起了志愿者，还为过往
路人讲解无偿献血的相关知识。

“血液没有可替代品，唯一来源是健康人群的捐
献。每一袋血都有可能挽救一个人的生命。”市中心
血站站长徐红认为，镇海炼化能够坚持献血20年，非
常难能可贵。

本报讯（记者 孙美星 通讯员 张基
隆） 遇上听不见又不会说话，而且不识字的
患者，该怎么沟通？鄞州人民医院护士陈茜画
出多幅漫画，不但用来和患者沟通，还为患者
指路。昨天，记者在医院碰到了这位非常有才
的护士。

“你的世界无声，不怕，我们会换一种方式
向你慢慢靠近。”这是鄞州人民医院三十二病
区护士陈茜，在为患者连夜画好多幅漫画后写
下的一句话。

化疗以后有没有恶心、呕吐、四肢酸痛？
这原本是几句话就能沟通的事情，但遇上天生
聋哑又不识字的患者该怎么办？陈茜想到了
画画。她把恶心、呕吐等每一种表现画成图
画，然后在旁边画上一个小框框，让患者自己
选择打钩或是打叉。

“这是名肺癌患者，前两天出院了。”陈茜
说，白天这名患者有家属陪同，医护人员还能
通过家属翻译来与他沟通。到了晚上只有患
者一个人，护士询问病情和交代第二天的注意
事项就很麻烦，因为不懂手语，常常词不达意。

需要放化疗的癌症患者大多是反复住院，
这名聋哑患者第一次住院的时候，陈茜就想过
用画画来沟通，因为工作忙一直来不及。过了
一阵子，患者又来住院，她下定决心要把画画
好。

陈茜小时候就喜欢画画，虽然没有经过专
业培训，但常常喜欢对着好看的图画描一描。
为了表现恶心呕吐等画面，陈茜在百度上搜索
别人的图样，自己临摹。为了体现抽血的注意
事项，她把禁止食用的东西一样样画出来，当
着患者的面打叉叉，告诉患者这些都不能
吃。此外，每天早上查房医生和护士都会做什
么，她也通过漫画来体现。有了这些画，陈茜
和患者沟通起来再也不用瞎比划了。

受此启发，陈茜想到，给其他患者指路也
可以通过漫画来体现。“平时我们常常要给患
者指路，比如去其他楼做检查、拿报告单什么
的。”陈茜说，她还画了两张医院地形图，把医
院的布局详细列上去，让患者按图索骥，就不
会迷路了。

遇到聋哑又不识字的患者怎么办？

一位有才的护士手绘漫画来交流

图为陈茜手绘的漫画。

路边捡到万余元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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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公厕保洁员自费买厕纸
每月花费150元左右
他说给大家带来方便就好

一家企业坚持献血20年
昨天，180名员工又捐献7万毫升热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