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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下午，记者来到海曙西门街道翠中社
区采访。作为爱心互助会发起人之一，72岁的
社区居民顾忠勋回忆了互助会成立时的情况。

当年，80多岁的吴阿婆刚搬到翠中社区，
住在顾师傅家楼上。顾师傅在楼道里遇到她，
总会和她打招呼，攀谈的次数多了，两人也熟
悉了。阿婆常因生活琐事和儿媳妇吵架，一吵
架心里委屈了，她总会下楼来找顾师傅聊天，
顾师傅也常常劝慰、开导阿婆。

“有一天，她拿着1000元钱过来，硬说要
感谢我。我说，自己只是陪着聊天，根本没做
什么，哪里用得着感谢呀。”顾师傅告诉记
者，他婉拒了好几次，可阿婆很固执，最终，
两人一起把钱拿到了社区，希望社区能把钱捐
给有困难的人。

“起初，大家都不知道如何处理这笔爱心
款，特地召集居民开会讨论，在会上，居民张
奶奶提议，社区建一个爱心基金会，帮助社区
里需要帮助的人。同时，张奶奶还承诺，每年
为基金会捐款5000元。”翠中社区书记徐女士
说，就这样，第一个社区爱心互助基金会成立

了。成立之初，居民们选举出7位热心、有威
望的居民骨干建立基金理事会，并制定了相关
的章程、财务管理制度及资助监督体制。

徐书记说，爱心互助会的捐助对象由居
民、社工提议，理事会要对其进行排摸了解，
并开会讨论通过。互助会对资金的使用也都是
通过慈善总会来进行，每年5月，在社区公示
基金使用情况，接受社区全体居民的监督，每
半年，接受居务监督委员会的财务审查。

“由于资金管理透明，帮受双方都是知根
知底的街坊四邻，互助会很受居民欢迎。”徐
书记向记者展示了一份这两天的捐款清单，钟
女士600元，李先生、邱女士夫妇2000元，
爱心人士1800元……

“成立10年来，基金会共募集数百名居民
的善款15万余元，目前，已使用善款4万多
元，帮助了33户困难居民。由于善款的来源很
单一，最初担心没有持续来源，互助会的钱用
得挺省的，主要是捐助给社区重病致贫的居民
家庭救急。不过，这几年，互助会也开始不断
扩大受助面。”徐书记说。

讲不完的爱心故事 道不完的邻里温情
翠中社区居民建爱心基金互帮互助

2007年5月，因感
念邻居顾师傅的帮助，
海曙区翠中社区的居
民吴阿婆捐出了1000
元，想帮助社区里有需
要的人。社区由此发
起了居民爱心互助基
金会，设立严格的章程
和管理、监督体系。这
也是第一个社区层面
在海曙区慈善总会名
下设立的基金会。

时光飞逝，一晃十
年。这十年，爱心互助
会共收到社区居民捐
款 15 万余元，帮助了
33户困难居民。这十
年，也涌现了不少感人
故事，故事里，都是道
不完的邻里温情。

爱心互助会源于两位居民的爱心

84岁的张奶奶是爱心互助会的“捐款大
户”，从2007年开始，她每年捐款5000元，
去年，张奶奶的爱心款“涨价”了，每年捐款
6000元。她说，自己是被吴阿婆感动，她和
老伴的养老金吃穿足够了，拿出这些钱对他们
来说不算什么。更何况，捐款无论多少，都是
一份心意。

翠柏幼儿园的老师和小朋友，每个月都会
进行爱心义卖，把义卖所得的钱捐给爱心互助
会，10年来，已捐了14000多元；有一位刘
阿姨，人在北京，每年都不忘把善款寄过来；
一位80多岁的社区老人，每年年底都会拿出
一年的高龄津贴，捐到基金会；还有一对老夫
妻，已经搬离了社区，每年都记挂着捐款，每
次来都要转两三辆公交车、花一个多小时赶到
社区……

“类似的爱心故事，太多太多了，还有一
位胡阿婆，身患重病，爱心互助会理事上门送
善款时，她却怎么都不肯收，她说，自己有女
儿会来照顾，社区还有比她更困难的家庭，她

就把这笔善款再捐给互助会。”徐书记说，
汇聚着居民情谊的爱心款也给困难家庭带

去了抗击病魔、重拾生活的信心和动力。社区
陈大姐原先身体状况就不好，丈夫出车祸去世
让这个家庭雪上加霜，爱心互助会就帮助陈大
姐渡过难关；骆师傅重病住院，由于没有成
婚，他一直孤身一人，平时和邻居也不怎么交
流，当爱心互助会把善款送到医院时，他感动
得流下了眼泪。

“当年促成爱心互助会成立时，我也没想
到，这么小的一个举措，后续能引来如此多的爱
心力量。我自己也成了受助对象。”顾忠勋说，
2009年，他的妻子患癌症住院，家里一下子就
陷入了困境，当时，他并没有跟社区说过这件
事，但有一天，社区书记和互助会的理事就送来
了1800元爱心款，“以前都是帮助别人，现在自
己接受帮助了。更切身体会了这一份珍贵的邻里
情谊！”

记者 王思勤 通讯员 毛一波 江丽珍

暖心故事不断，邻里温情道不完

本报讯（记者 童程红 通讯员 沈永媛） 运
动前，需要拉拉筋骨热热身，然而，66岁的李大伯却因
为热身太卖力而进了医院。

李大伯家住鄞州横溪。他告诉医生，上周，他拉
上老伴，打算去爬家附近一座矮山。在山脚下，想着
要先热个身，于是便开始做立位体前屈。结果一用
力，腰部一阵剧痛，直都直不起来。

在市六院骨质疏松门诊，医生诊断发现，李大伯
原本就存在骨量减少的情况，这次是突发腰椎压缩性
骨折。这种意外在老年人身上非常常见。由于损伤
不轻加上处理不及，李大伯无法采取保守治疗的办
法，医生为他实施了微创手术。术后，他还需要好好
保养。

“老年人运动热情高涨，这是好事，但人上了年纪，
多少存在骨质疏松的现象，因此，运动不能太随心所
欲。”市六院骨质疏松门诊主任医师陈剑明推荐3种运
动，一是力量锻炼，比如举举小哑铃。二是中低强度的
有氧运动，比如散步。三是柔韧性锻炼，比如打打太极
拳。

热身太过
老人不慎骨折

本报讯（记者 童程红 通讯员 牟家金） 叶
浓妹老人走了。昨天上午，病床上的林老从亲戚口中
得到了这一消息。虽然早有心理准备，但他还是掉了
眼泪。

林老的女儿林惠君告诉记者，她深知父亲对母亲
感情有多深，所以母亲去世的事，她实在是没法亲口
跟父亲说，但瞒也瞒不住，于是便找了“爷爷”来帮
忙。这位“爷爷”并非父亲的父亲，而是家族中的一位
长辈。

当天早上，叶浓妹老人的骨灰在北仑柴桥下葬。
这也是林老为自己选好的百年后下葬的地方。“我跟
爸爸说，我们一路上碰到好多红灯，车子又抛锚。他
说，这是你妈妈不肯走，她是在等我呢。”林惠君说，

“但我说，你不能走，你要好好活着，享享福。”
让林惠君欣慰的是，父亲也认同她的话：“我还想

看我外孙结婚生子呢。”
昨天，不少亲朋好友来医院看望林老，希望他节

哀。大家的情谊也让林老很是感动。

老5路车将和市民“告别”
本月26日起拆分成5路、55路

《病房里，老两口提前纪念钻石婚》后续

得知老伴去世
林老掉了眼泪

在一次募捐会上，
一位小朋友和妈妈一起献
上了爱心款。 资料图片

本报讯 （记者 王元卓 通讯员 毛敏尔 吴
燕云） 5路公交线路始发于1988年，串起了海曙区、
鄞州区（原江东区）、高新区，线路总长20.5公里。历经
两次大改道、一次停线。昨日记者从宁波市公交总公司
了解到，本月26日起5路车将经历第三次大调整，分成
5路、55路“两姐妹”服务市民。

5路车目前主要服务于双东路、翠柏路、苍松路、
曙光路、徐戎路这些人口密集小区市民，途中经过妇
儿医院、火车站、望湖市场、七塔寺。衔接海曙区、江
北区、鄞州区（原江东区），是一条市区重要的主干线
路。但随着城市交通设施的发展，陆续有琴桥、外滩
大桥、庆丰桥等新建桥梁投用，海曙与老江东间有了
更为丰富的出行选择。5路车上的许多老朋友不得不
和它告别，目前5路车的客流量不到当初高峰值的三
分之一。

经过线路的多种方案的比对和优化预估之后，市
公交总公司决定，从5月26日起将5路车分成“姐妹路
线”5路和55路。30岁的5路公交车正式”退役”，由
新5路(市中医院—公交建兴路站)、55路(公交清水桥
站—公交南塘老街站)来迎接市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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