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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子上班途中不慎落水
公交司机奋不顾身救人

本报讯（记者 王思勤 通讯员 姜何妃）昨日上午，在市
永昌公交公司，市民小张拉着公交驾驶员陈聂的手，不停地
说着感谢。事情发生在2月22日早上6点40分左右。当
时，正好轮休的陈聂还躺在被窝里，隐约间，他听到外面传来
一阵阵呼救声：“救命啊，有人掉水里了……”

陈聂顾不得穿上衣服，赶紧从被窝里翻身起来，冲到楼
下。只见在不远处的河里，有一名女子不断地挣扎，陈聂二
话不说，立马跳入了冰冷的河水中。他快速地向落水女子游
过去，大约游了20米左右，才游到女子身边。之后，他一边
安抚女子的情绪，一边用一只手勾住女子的头游向岸边。

很快，落水女子小张便被救上了岸。她告诉陈师傅，自
己落水之后慌了神，多呛了几口水，身上已没什么大碍。热
心的陈师傅又赶忙跑回家给小张拿来了毯子保暖。

原来，当天小张骑着电瓶车去上班，当行驶至鄞州区云
龙镇冠英村小梅庙附近时，不慎与迎面而来的一辆电瓶车相
撞，由于一时没保持住平衡，掉落河中。“那天天气不好，又加
上比较早，如果没有陈师傅，后果不堪设想。”小张说。

大家帮助过的单亲妈妈
叶子林行动已无障碍

本报讯（首席记者 王颖 通讯员 高鹏）今年1月2日，
本报报道了象山单亲妈妈叶子林因为腰椎重疾几近瘫痪。
她上有年迈的母亲，下有尚在读小学一年级的女儿，面对巨
额的医疗费用，一家人绝望无助。

本报立即联合宁波市慈善总会、象山县慈善总会为其发
起医疗众筹。不仅在很短时间内凑齐了6万多元治疗费用，更
是引发全城关注，来自社会各界的爱心如潮水般涌来。如今，
2个月过去了，叶子林的情况如何了呢?

昨天，叶子林告诉记者，她现在的状态非常好。身体恢复
情况很不错，行动已没有障碍，近期医院还将为她进行复查。
更主要的是，一家人对重新开始美好生活有了强烈的信心。

她特地写了一封信给象山县慈善总会，信中写道：“各位
领导和社会各界爱心人士的关怀让我倍感温馨。正是有了
你们的关心支持，我才得以重拾信心。”

宁波市慈善总会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包括叶子林在内的
一系列筹款项目都是在宁波市慈善总会的“宁波慈善医疗联
合众筹网络”实现的。该网络平台的目的是为宁波本地患重
大病、急病的困境人群提供免费的求助信息发布、筹款服务，
同时根据求助者情况提供各类咨询、协调资源和其他服务。

特别的一点是，慈善总会将和求助人签订协议，如果募
集到的善款没用完，或者报销后费用有多余，善款将回流到
救助资金池，以帮助其他需要帮助的人。

昨天，记者通过电话采访了千里之外的黄
良区。记忆闸门打开，如今已经60多岁的他
回忆起20多岁时在外养蜂的时光，以及与黄
氏兄弟交往的细节：

那是1982年，20多岁的黄良区刚开始养
蜂。和其他养蜂人一样，他常年在外辗转各地
赶赴花期。当年，黄良区在湖南放蜂，当地花
期结束后，他要转移到甘肃武威。养蜂人转移
阵仗很大，因为有蜂箱要带走。于是黄良区就
找到同样养蜂的宁波人黄成龙、黄成茂合拼一
个火车皮到甘肃。在火车上，黄良区和黄氏弟
兄坐在一起，一路上大家慢慢熟悉起来。下火
车后，他们又拼了一辆汽车到场地。到达武威
后安顿下来，黄良区和黄氏兄弟放蜂的场所相
距不远，平时他们常常在一起玩耍、吃饭。“他们
兄弟是养蜂老师傅，我是新手，我平时经常向他
们请教养蜂方面问题；他去镇上赶集，我帮他们
看蜂场，我出门时他们也会帮忙；大家又同姓
黄，所以尽管认识时间只有三四个月，但大家很
快便成了彼此信赖、无话不说的好兄弟。”

养蜂途中相识
三四个月成了好兄弟

“37年前，我在甘肃养蜂时借了宁波
一对养蜂兄弟三斤半蜂蜡，当时价值70
元，之后一直联系不上无法归还，也成了
我心头一直未解的结。”昨天，远在广西的
黄良区先生联系本报，想寻找当年借蜂蜡
给他的宁波黄氏兄弟：黄成龙、黄成茂。
他说，如果有幸能找到对方，他一定赶来
宁波当面还钱，并与老朋友好好叙叙旧。 《7岁女孩的新年心愿：妈妈，把我卖掉吧》追踪

当时旧的蜂巢换成新蜂巢需要
蜂蜡，作为新养蜂人的黄良区没有

“余粮”，就问黄氏兄弟借了三斤半蜂
蜡，按当时每斤20元的行情算来，总
价值70元。“当时的70元相当于普通
上班族2个月的工资，为人豪爽的黄
氏兄弟二话不说就借了给我。”

“之后，大家还约好下一站一起
去宁夏。两三天后，天气预报过几天
要大降温，他们知道后就想马上走，
正巧黄氏兄弟的放蜂场地靠近大马
路，我的蜂场稍微远一点。养蜂人转
移都是晚上，结果有天晚上他们突然
装车离开了。3天后，我也转移了，可
是当我来到大家之前约好的目的地
后，并没有找到他们兄弟俩。”在那个
没有手机和网络的年代，虽然之前互
留了家庭住址，但养蜂人居无定所，
他们就此失联了。

3年后，黄氏兄弟的父亲到广西
黄良区的家乡做生意，根据当年留下
的住址找到黄良区家，住了一星期左
右。当时，黄良区不在家，他的父亲
接待了对方。“当时，我父亲就提出还
钱的事，可对方说什么都不肯收，说
住了这么久添了不少麻烦，钱不能
要。”之后，黄良区按照黄氏兄弟留下
的宁波蜂场地址写过两封信，但都因
为无法送达而被退回了。

黄良区说，他后来养了两年的蜂
后就改行学医了，之后在家乡做了一
名赤脚医生。这么多年来，他日子越过
越红火，去年还造了一幢新房，而唯有
这个心结一直没有解开。

“时间一晃就是37年，欠人家的
债这么久，真不知道怎么办，只好拜
托贵报帮忙寻找这两位好兄弟。”黄
良区说，宁波两位黄氏兄弟和他年纪
相仿，算起来现在也60多岁了。“时间
过得真快，我们已经迈入了老年，记
忆中的他们还是当年的样子，很想有
机会能再次相见！” 记者 殷欣欣

豪爽大方借出蜂蜡
种种原因就此失联

一晃就是37年
非常期待再次相见

37年前，宁波一对养蜂兄弟借给他蜂蜡
多年来，这笔债成了他解不开的心结

“两位宁波的好兄弟，你们在哪里？”

截至2018年末，宁波通商银行小微贷款余额130.93
亿元，增速为29.39%。其中，单户授信总额1000万元以
下的小微企业贷款余额55.75亿元，增速为41.47%，小微
客户数增幅106.26%。“新的一年我们将继续秉持‘支持
小微、助力民生’的经营理念，切实加强对符合发展导向
小微行业的信贷资源支持，聚焦产业金融，助力本土小
微。”该行相关负责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宁波通商银行成立于2012年4月16日，是国内首
家由外资银行成功重组改制的城市商业银行。注册资
本52.2亿元，股东实力雄厚，股权主体多元，总部设在
宁波。

近年来，宁波通商银行在各级监管部门的精心指导
和大力支持下，积极顺应国家政策导向和本土经济特点，
坚持创新发展理念，将创新作为银行发展的内生动力。

加大产品及服务创新，充分发挥自身优势，打造批量化、
专业化、特色化的发展模式，提供区域特色鲜明的小微专
业金融服务，并以风险防范为导向，向下向小，立足本地，
大力支持地方实体经济发展；积极推进科技创新，以互联
网金融为手段，为小微贷款提供全流程业务支持，实现相
关业务环节的远程化、线上化、标准化作业，提升小微服
务效率与客户体验。

小微金融，以客户真实的生产经营活动为基础，融
合了行业金融和供应链金融理念，致力于聚焦绿色农
业、物流金融、汽车金融等专业化领域，在业务拓展方式
上以“群”和“链”为切入点,为客户提供定制的个性化
服务。

小微贷款，侧重前期的调研与分析，重点掌握小微客
户群体的行业特点或共性特征，努力降低客户的准入门

槛，优化内部流程，提升服务效率，从而有效缓解小微企
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如针对物流行业司机融资渠道
窄、信息不对称、交易成本高的特点，宁波通商银行组建
专门的车贷团队，深入物流行业。经过半年细致的调研
和分析，设计推出了交通运输车辆抵押贷款产品，将从事
运输经营的自然人或小微物流企业作为授信目标客群。
该产品以客户的经营意愿、经营能力和还款能力作为调
查重点，对满足条件的目标客户进行授信，满足其购车及
经营资金需求。贷前审查环节，关注购车贸易链条完整
性及借款人经营情况，加强对车价的判断分析；贷后管理
环节，通过本息还款穿透管理、GPS跟踪分析、实地走访
等风控手段，保障贷款资金安全。贷款手续之简便，审批
之迅捷，受到客户的广泛好评。

记者 周静 通讯员 叶晓波

宁波通商银行聚焦产业金融 助力本土小微企业

37年前的黄良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