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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王思勤 通讯员 水心胜） 前天上午8点33分，杭州湾跨
海大桥往上海方向1401公里处（距离海天一洲4公里），一辆白色小轿车在
第三车道上追尾一辆小货车，导致两车不同程度受损。

高速交警接到报警后迅速赶到现场，发现白色小轿车停在第三车道，车
头面目全非，驾驶室安全气囊全部弹出，幸好驾驶员没有大碍。小轿车前方
停着一辆小货车，应急车道上都是小货车被撞后留下的汽车零件碎片和散落
物。

小轿车驾驶员小胡告诉交警，是前面的小货车突然刹车，自己避让不及
撞上去的。而前车驾驶员闫师傅则马上反驳，说自己开着货车一直在第三车
道内正常行驶，事故发生时根本没有踩刹车的动作。

两人说法截然相反，高速交警迅速调出事故发生时的监控视频，视频显
示的内容正如前车驾驶员闫师傅所说。高速交警再次询问小胡，这次小胡承
认了：他一早从宁波朝阳收费站上高速，开到杭州湾跨海大桥时有些恍惚走
神了，没有注意到前面那辆车，直接撞上去了。

小轿车驾驶员小胡因在同车道行驶时未与前车保持必要的安全距离，造
成交通事故的行为，高速交警当场给予罚款200元的处罚，同时承担本次事
故的全部责任。

高速交警提醒驾驶员朋友，在高速路上开车一定要集中精力安全驾驶，
如果困了，要及时到服务区或者开出高速公路休息，千万不要疲劳驾驶，害人
害己。

本报讯（记者 边城雨 通讯员 王力平）近期，市区部分小区张贴
了署名“宁波市供水自来水设备工程部”的通告，称能上门免费安装净
水器。对此，记者从宁波市供排水集团获悉，该集团并无这个单位，也
不会向市民推销任何净水器。

昨天，记者在一个小区看到了通告。通告上写着：“全面落实市民
健康饮水工程，提高生活用水质量，我单位开展净水普及惠民工程，优
先对本区市民发放并推广安装净水器。此净水器根据我市水质实际情
况专门研发，同时采用高科技自动化净化原理。”“本次活动属于惠民工
程，净水器免费使用并免费安装，部分滤芯费用自理……”

通告落款单位为“宁波市供水自来水设备工程部”和“中国健康水
协会”，不少市民将信将疑，这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

随后，记者致电市供排水集团。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这个通告
不是供排水集团所发，广告宣传与集团毫无关系。集团并没有‘宁波市
供水自来水设备工程部’这个单位或部门，也没有发布安装净水器的通
知，请大家谨慎辨别。宁波自来水水质符合国家颁布的《生活饮用水卫
生标准》要求，市民可放心饮用。如有任何用水问题，可拨打24小时供
水服务热线96390。”

记者在网上搜索发现，类似上门推销净水器的营销行为在全国各
地屡见不鲜，有的干脆就是骗局，让人防不胜防。供水部门提醒市民，
遇到此类推销时，请擦亮眼睛，以免给自己带来不必要的损失。

上门免费安装净水器？假的！
市供排水集团提醒市民谨慎辨别

小轿车驾驶员恍惚走神
在杭州湾跨海大桥上一头撞上前车

近日，慈溪市第三人民医院妇儿病区的护士钱陈聪，见到了一名阔别已久
的“老朋友”——19岁的丽江小伙小卢。虽说他们已经是认识10年的“老朋友”
了，但两人却从未见过面，而且这名小伙已经找了她3年多。

事情还得从10年前说起，当年19岁的钱陈聪刚进医院实习。因为经常
参加志愿活动，她结识了一些参与助学的志愿者。“经过志愿者介绍，我和云
南丽江一名才读小学4年级的男孩结对助学。”钱陈聪说，“男孩的父亲去世得
早，母亲身体不太好，姐弟俩都在上学，经济条件非常艰难。”那时刚到医院实
习的钱陈聪还没有工资，为助学支出的第一笔500元钱，是她做兼职挣来的。

钱陈聪结对的这个丽江弟弟叫小卢。昨天，他在电话里告诉记者，当年他
们一家三口主要靠妈妈务农，自己和姐姐去山上采摘一些野菌菇、野生蜂蜜来
贴补家用。“钱姐姐每年寄来的1000多元基本上和家里一年的收入持平了，正
是靠着这笔钱，我不仅能上学了，还解决了家里的燃眉之急。”

除了每年分两次资助小卢的学杂费，钱陈聪还会不时给小卢买点文具、
书包，甚至好吃的，给他寄去。她也会和小卢的妈妈发短信进行沟通，和小卢
则通过书信往来，了解他的学习、生活情况等。

10年前播撒爱的种子，10年后收获爱的喜悦

19岁丽江准大学生找到
资助他6年多的“慈溪姐姐”

10年前，刚到慈溪市第
三人民医院实习的19岁姑
娘，资助了一名在云南丽江
的小学男生。此后连续6年
多，姑娘每年拿出相当于她
近两个月工资的钱帮助他
完成了小学、初中阶段的学
业，直到3年前他俩意外失
联。近日，这名刚刚考上大
学的丽江小伙，终于通过自
己参加公益活动时认识的
志愿者，又联系上了他寻找
多年的“慈溪姐姐”，表达感
恩之情。

“因为多年来一直受钱姐姐的无私帮助，我很早就萌生了要跟钱姐姐一样
去帮助别人的念头。”小卢说，等他上了高中后，这个愿望实现了。如今，小卢不
仅经常去孤儿院看望小朋友，用自己打工挣来的钱去资助他们，还成立了一个
公益组织，筹办夏令营、冬令营，为家乡的学校联系支教老师……

今年高考结束，在选专业时，小卢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湖南长沙一所高校的
“民政与社会工作”专业，希望以后能够继续从事公益方面的工作。暑假期间，
家境并不宽裕的小卢还通过打工、卖家乡的土特产积攒上大学的学费。

能够与这位丽江小弟弟再次联系上，并且看到他也能和自己一样投身公
益，去帮助身边更多的人，钱陈聪感到很欣慰。她说：“我做的只是身边很多
人都在做的平凡的事情，可如今却能有如此的收获。不仅仅是看到了小卢靠
自己努力继续他的学业，而且他能把感恩之情用来帮助更多的人，这正是我
们帮助他人所希望看到的最好的结果。” 记者 吴震宁 通讯员 葛雯莹

就这样，一直资助了6年半，直到小卢上了高一，两人突然失去了联系。“应
该是我丢了手机换了号码的缘故。”钱陈聪告诉记者，她也曾尝试过多种方式联
系小卢和他妈妈，但最终都没能再次联系上。但对这位曾经资助了自己6年多
的“慈溪姐姐”，小卢心里一直惦记着。功夫不负有心人，就在前阵子，受这位

“慈溪姐姐”感染，也参加了不少公益帮扶活动的小卢，又加入了一个公益群。
在群里，他发现一位来自慈溪某慈善机构的工作人员，就马上和他联系。

在这位工作人员的帮助下，小卢终于找到了“慈溪姐姐”钱陈聪，马上向她
表达了自己的感激之情。看到自己当年资助的孩子已经成了一名准大学生，钱
陈聪也非常感慨，直呼“好像瞬间看到我的孩子长大了一样”。

10年前，19岁的她结对助学1

今年，19岁的他找到了“姐姐”2

3 如今他也投身公益让爱延续

昨今两天，本报连续刊载了
两则“数年前播撒爱心助学的种
子，如今收获爱的喜悦”的暖新
闻。其实，从十几年前的“万人
助学”到后来的多次助学行动，
资助对象的名额经常遭“抢”，多
年来在宁波这座爱心城市产生
的类似佳话不胜枚举。

我注意到，这两位表达感恩
之情的受助学生，都不约而同地
表示自己要读“社会工作”专业，
以便将来去更好地帮扶别人。
他们表示，之所以这样做，是因
为这么多年来深受“宁波妈妈”
和“慈溪姐姐”的感染，今后想为
这个社会多做好事。

孩子的将来有无限可能，孩
子就是未来。因贫困而失学，则
往往使孩子和他们的家庭陷入

“贫困循环”，也使贫困地区失去
诸多发展机遇。这些道理，素有
耕读传家传统和“爱心基因”的
宁波人最懂。因此，在爱心助学
行动中宁波市民往往一呼百
应。而孩子有很强的模仿力和
可塑性，那些受助孩子对“宁波
妈妈”“慈溪姐姐”的爱心行动从
小就耳濡目染，长大后他们想成
为那样的人，也是顺理成章。

“做得棒”比“说得好”更重
要。爱心助学的精神内核之中，
更有一种身教的“魔力”。用“身
教重于言教”的教育规律，特别
是身教的“魔力”来诠释爱心助
学中“爱心播撒”“爱心收获”“爱
心接力”等现象，或许别有一番
感悟。

胡晓新

爱心助学
更有一种身教的“魔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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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陈聪工作照。 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