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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爱心接力”

2007年，王奶奶和老伴搬到繁景社区
居住，他们的女儿远在美国。社区对这对空
巢老人的生活非常关心，经常去走访，并适
时提供一些帮助。

“王奶奶夫妇都很坚强，他们自己能解
决的问题，是不会来麻烦社区和邻居的。”文
教街道繁景社区党总支书记许波回忆说，
2014年10月，王奶奶生病住院，她老伴早已
卧病在床，在美国的女儿又患有慢性病坐不
了飞机不能回来。无奈之下，王奶奶向社区
求助。

社区立即组织“近邻互助”，把王奶奶的
情况在社区公众平台上作了介绍，很快得到
了社区志愿者的积极响应。社工、义工，对
门的、楼上楼下的、甚至相邻小区的邻居，开
始轮流承担照顾王奶奶夫妇的责任。

一场长达三年多的“爱心接力”就此开
始了。一千多个日夜，有20多名邻里志愿
者为王奶奶夫妇提供了关心和帮助。

邻居们的帮助很贴心

王奶奶住院期间，几乎每天都有邻居去
探望她，给她带好吃的，陪她聊天。在王奶
奶的家里，每天都有邻居做好饭菜，带去给
她的老伴吃。

王奶奶的美国女婿尼克来宁波探望岳
父母，但语言不通，邻里志愿者、归国华侨
Raul先生几乎天天陪着他，跑医院办手续、
去银行取钱，Raul既当翻译又当助手。尼
克很感谢他，Raul说了句：“我们这里的邻
居都是这样的，谁家有难题，大家一起帮。”

王奶奶出院回家后，她就成了社区里大
家特别关心的人。门卫小哥看到她买菜回
来，主动帮她提菜送回家；对门的刘医生经
常把水果、营养品拎到她家去；国际村的赵
阿姨，繁景花园的张阿姨、毛阿姨，还有同小
区的赵阿姨等，经常把做好的饭菜送到她的
家中……

去年4月26日，王奶奶在自家门口意外
摔倒，头磕破了。社工、邻居纷纷闻讯赶去，
上急救车、挂号急诊、做CT、伤口缝合，大家

一路陪护。所幸，王奶奶经过及时救治转危
为安。

这次王奶奶出院后，行动更不方便。“邻
里邦”成员和社工们对她更加关怀备至。网
格长赵琦一周两次上门，为老人排忧解难。
在社区的牵线搭桥下，国际村的赵阿姨担任
了王奶奶的日常陪护工作。王奶奶的老伴
过世，大家一起帮着办了身后事。今年春节
期间，赵阿姨回了一趟四川老家，走之前，她
将王奶奶家的冰箱塞得满满的。

深受感动的王奶奶拖着病体，给帮助过
她的人们写了一封感谢信。记者看到她的
信中这样写着：“出院后困难重重，幸（得到）
社区和院子内同志精心照顾，感谢社区，感
谢一切帮助我的同志。”

“邻里邦”温暖家家户户

多年来，繁景社区不断有邻里互助的暖
心故事出现。

80多岁的应老师腿脚不便。她说：“上
下电梯时，只要有邻居看到我，都会帮我按
着电梯按钮，一直等着我一步步慢慢走进电
梯。这里的邻里之情就是这么平凡而又真
诚。”

邻里之间，你帮助我，我帮助他，他
帮助你，在社区搭建的平台上，让这些爱
心行动得以传承、拓展，让更多的个人、
企事业单位主动加入进来，共同维护社区
的和谐共建，这就是繁景社区开展的“邻
里邦”爱心项目。

如今，“邻里邦”已经从2016年正式成
立时的40多名志愿者，发展到了270多名。
社区、企事业单位、居民通过多种形式结对，
有49个像王奶奶夫妇这样的有困难的家庭
与邻里结对互助。

文教街道有关负责人表示，繁景社区
“邻里邦”的案例，是街道推进志愿团队工作
的一个成功探索。这一社区社会组织的发
展，为辖区的热心居民、能人搭建了平台，激
发了他们的热情，凝聚了小区居民，提升了
他们的参与意识，真正做到了小区事务居民
唱主角。

记者 吴震宁 通讯员 许佳益 顾筠

2016年，田湖村启动拆迁，胡亚珍的
房客们也陆续找房搬走了。大家“散伙”之
前，聚在一起聊了聊，说得最多的一句话就
是：“房子找得到，但这么好的房东阿姨找
不到了。”

“ 以后要一个人住了，冷冷清清
的.……”这是那段时间胡亚珍经常挂在嘴
边的一句口头禅。

陈学全说，以前每次过年回家，胡亚珍
从他们走之前一个星期就要开始念叨“你
们什么时候走啊”“车票买好了没有”“带回
家的东西都准备好了吗”……“虽然她从来
没有开口问过一句‘你们什么时候回来’，
可我知道她舍不得我们。”

2017年6月，胡亚珍搬进了新居。一
个月后，陈学全一家也搬进来了。“本来可
以同时搬的，因为他儿子当时面临考试，担
心陌生环境影响学习，就晚了一个月搬过
来。”胡亚珍说。

陈学全一家又成了胡亚珍的房客。胡
亚珍并没有“加租”，还是只收每个月200元
的房租（不含水电费）。而在同一个小区，一
套相同面积的简装房整租需要2200元/月，
单租一间房，不包水电费也要1000元/月。

住在同一套房子里，生活习惯上的碰
撞总是有的。比如胡亚珍常常晚上7点半
就上床睡觉，而此时陈学全和妻子很有可
能才刚刚下班。换做以前住在同一个院子
的时候，各自关起门来倒也没有太大影响，
如今总归要格外克制自己。不过，陈学全
没把事情想得太复杂，“即使是跟父母生活
在一起，该克制的地方也是要克制的。”

胡亚珍的新家不算大，两室一厅，一厨
一卫，总共75平方米。胡亚珍住主卧，陈
学全一家三口住次卧，上下铺刚好将大人
和小孩分开。

和8年前相比，陈学全一家的经济状
况有所改善，换一个更好、更宽敞的居住环
境，也不是承担不起。可他说，不能光为了
自己的享受，而不理会胡亚珍的感受，“阿
姨也不缺这点房租，只是希望日子能过得
热热闹闹。”

现在，陈学全一家和胡亚珍经常在双
休日结伴爬山、看风景、吃美食。他们的手
机里存着许多四人出游的合照。或许是长
期生活在一起的原因，乍一看去，胡亚珍和
陈学全一家，眉眼已经有了几分相似。
记者 石承承 通讯员 陆金妹/文 崔引/摄

房东胡亚珍和房客陈学全一家的故事很暖

“确认过眼神，你是对的人”

三年多，一千多个日夜
20多名志愿者关心守护着王奶奶
繁景社区“邻里邦”温暖家家户户

2010年，当时家住镇海
骆驼街道田湖村的胡亚珍
把房子租给了从安徽来宁
波工作的陈学全一家三口。

2016年，田湖村启动拆
迁。

2017年，胡亚珍搬进了
镇海骆驼街道骆城华苑一期
新房。一个月后，陈学全一
家又成了胡亚珍的房客。

从住同一个院子到住
同一套房子，房东胡亚珍和
房客陈学全一家的关系，可
以用时下很流行的一句话
来形容：确认过眼神，你是
对的人。

4月3日晚上，时针已指向7点。门“吱呀”一声，
刚下班的陈学全脱鞋进屋。

坐在客厅餐桌前跟记者聊天的胡亚珍随即起身，
进厨房按下电饭煲的开关。因为刚刚做过“清明羹
饭”，晚饭吃的菜都是现成的。

“要不要给你们热一下菜？”胡亚珍看向陈学全。
“没关系的。”陈学全放下包，进房间看了一眼正埋头
写作业的儿子。

陈学全的妻子还没下班。等人齐了再吃饭，是他
们的习惯和生活中的仪式感。

等开饭的间隙，陈学全和记者聊了会儿天。胡亚
珍搬把椅子坐在他身后。“你把名片发一发。”胡亚珍
突然想起了什么，催促陈学全。陈学全在一家保险公
司上班，拉保单做业务，其中的辛苦，胡亚珍看在眼
里。

等陈学全的妻子到家已经是晚上7点半。电饭煲
里的饭刚刚烧好。

胡亚珍其实在下午4点半已经吃过晚饭了。此
刻，她又盛了小半碗饭，坐到饭桌旁，顺便听听陈学全
一家聊聊一天的工作和学习。

晚饭的菜都是地道的宁波小菜。“我们早就吃习
惯了。我儿子还经常说，奶奶（胡亚珍）烧的菜比我们
烧的好吃。”陈学全说。

光看四个人吃饭其乐融融的样子，真会以为他们
就是一家人。“走出去，很多人都以为这是我儿子儿
媳。”胡亚珍笑着说。

事实上，他们认识不过8年。
胡亚珍是从2002年开始将家里空余的房子租出

去的，房客多的时候，一个院子里住了七八户，10几口
人。2010年年初，陈学全夫妻带着8个月大的孩子找
到胡亚珍租房子时，胡亚珍刚被几个不靠谱的房客

“忽悠”了，“租金、水电费没付，人就溜了。”
“看到他们是齐齐整整的一家人，还是挺放心把

房子租给他们的。”胡亚珍回忆。
刚开始，胡亚珍并没有特别留意这家人，直到不

久之后发生的一件事——
有房客反映二楼房间漏水。家中没有壮劳力，胡

亚珍扛着梯子准备自己出马，被陈学全看见了。“阿姨
您放着，我来。您年纪大了，爬上去很危险。”陈学全
出手帮忙，让胡亚珍感到意外。更让她意外的是，陈
学全还再三叮嘱院子里的其他房客：“阿姨这么大年
纪了，以后这种事情不要再麻烦她了。”

时隔8年，回想起当时的一幕，胡亚珍仍觉得很感
动，“现在想起来，心里都是暖暖的。”

陈学全一家都不善言辞，面对记者的提问，常常
报以“嘿嘿”一笑。胡亚珍说，相处久了就会发现，他
们一家待人接物都很实在，而且非常热心。

还住在田湖村时，有好几次，下大雨，积水漫进房
间，眼看冰箱要“泡汤”，胡亚珍首先想到的就是找陈
学全一家帮忙，“他们从来没有拒绝过。”

“他们对我这么好，我当然要对他们好了。”胡亚
珍说。

“其实我们真的没做什么，不值得你们
关注。”对于让胡亚珍念念不忘的8年前那
次“拔刀相助”，陈学全说，“换做是你，也一
定会这么做的。”

陈学全当初会租胡亚珍的房子，是因
为有亲戚碰巧就住胡亚珍家附近，更主要
的是，亲戚一直跟他们“安利”胡亚珍是个
待人热情的好房东。“租了阿姨的房子后，
我们就知道自己找对人了。”陈学全说。

胡亚珍不是电影里勾勒的那种“包租
婆”。“有时候跟老乡聊天，会说起各自的房东，
一些房东都是这个月房租加10元，下个月再
加10元。”陈学全说，胡亚珍就没这么做过。

日常生活中，陈学全和妻子最操心的
就是孩子。夫妻俩平时忙于工作，尤其是
陈学全，每天早出晚归，就连周末都经常没

法好好休息。多亏胡亚珍搭把手，一遇到
大人不在家，就帮忙给孩子做午饭，有时连
晚饭也捎带上。

等到孩子上了幼儿园、读了小学，只要
陈学全夫妻俩忙，接送和照顾孩子的“重
担”就落在胡亚珍肩上。在胡亚珍看来，这
不过是举手之劳，可陈学全和妻子却充满
了感激。

还住在田湖村时，有时看到胡亚珍在
田头忙活，陈学全就想着帮忙干点体力
活。常常是还没忙活几分钟，胡亚珍就会
催他回去，“她其实就是不想麻烦我们。”

说不出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可就在
一点一滴“润物细无声”中，两家人的关系
变得越来越近。特别是孩子，每次去超市
买东西，总会记得给“奶奶”带上点好吃的。

四人吃饭其乐融融

一句话暖了8年

在宁波多了个奶奶

拆迁后，他们住进同一套房子

这则房东与房客的真情故事，那个邻里互
助的温暖社区，让我们好生“羡慕嫉妒恨”。谁
不想遇上好邻居？那是前世修来的福；谁不希
望自己所在的社区邻里互助成风尚，那是钱买
不来的好。可多数时候，我们发现所谓的邻里
关系往往只是单纯的“地缘关系”，邻里互助的
个案虽时有所闻，但像繁景社区那样形成良性
互动且稳步扩展“爱心社区”的真实案例，却并
不多见。

为什么谁都向往热络和谐的邻里关系，在
现实生活中却很难如愿呢？这里面，除了现代
商品房小区邻里之间钢筋水泥隔阂、防盗门封
闭等客观因素，缺乏更多的“张罗人”是多数社
区邻里关系长期“不淡不咸”的主要原因。

其实，在我们周围，并不缺少像骆驼街道
胡亚珍那样善良的房东，以及像陈学全那样诚
实的房客；也不乏像繁景社区需要帮助的王章
宜奶奶，以及愿意提供关怀和帮助的志愿者。
但如果没有“张罗人”，这些需要帮助和愿意提
供帮助，以及十分适宜相互帮助的人们，只能
处于低效率的“自发配对”状态。其结果是：虽
然不乏“确认过眼神，你是对的人”那样的感人
个案，却难以像繁景社区那样连点成面，在一
个较大的区域和范围内形成邻里间互帮互助
的风尚。

而有了更多、更有能力的“张罗人”，尤其
是有组织的“张罗”，效果就会大不一样。繁景
社区“邻里邦”的案例，就是文教街道推进志愿
团队工作的一个成功探索，这一社区社会组织
的发展，为辖区的热心居民、能人搭建了平台，
激发了他们的热情，凝聚了小区居民，提升了
他们的参与意识。想想看，在街道与社区的

“张罗”下，该社区“邻里邦”从2016年正式成立
时的 40 多名志愿者，发展到了如今的 270 多
名，而其中的不少志愿者又是有能力、爱心、耐
心与奉献精神的“张罗人”，那么，这个社区邻
里间的互帮互助行为，想不成风尚都难。

谁还能没个难处，就算现在没有，那将来
呢？无论是“房东和房客一起住新房”的感人
故事，还是繁景社区“邻里邦”的真情互助，都
说明，邻里之间的互信、互助、互惠，能在很大
程度上消解彼此的难处，这在老龄化社会尤显

“金贵”。
和谐的邻里互助关系不会从天而降，因

此，除了居民自身积极“张罗”，街道、社区等组
织不妨投入更多的资源、以更创新的方式参与

“张罗”。这样，在更多“张罗人”的有力推进
下，使邻里互助成为更大区域乃至一个时代的
良好风尚。 胡晓新

让邻里互助成为风尚
还需要更多的“张罗人”

干干净净洗了澡，美美地吃了晚饭……上月，江北文教街道繁景社区88岁的王章宜奶
奶躺在自家温暖的被窝里安详地离开了这个世界。陪在她身边的，是社区的邻里志愿者。

在繁景社区，有着270多名邻里志愿者的“邻里邦”，正在为更多的“王奶奶”提供关怀和
帮助。

快评

胡亚珍给陈学全正在学习的孩子送去开水。

房东胡亚珍给房客陈学全夹菜。

8年前住在同一个院子
1年前住进同一套房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