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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郑凯侠 通讯员 汪皛 李
晓燕）昨天午餐时间，镇海九龙湖中心学校
的食堂飘出阵阵香气，萝卜猪肝、红烧虾、牛
杂粉丝……四年级学生小童和同学围坐在一
起，享着丰富可口的饭菜。而在两年前，小童
还在为每学期600元的午餐费发愁。

为了帮助更多像小童一样的困难学生，
从2012年起，宁波天业精密铸造有限公司与
九龙湖镇慈善分会共同建立了“冠名慈善扶
贫基金”——“爱心午餐”冠名基金。每年，该
基金支出6万元用于九龙湖中心学校和九龙
湖长石小学两所学校50名困难学生爱心午
餐，让这些孩子的营养不输在起跑线上。

7年时间，“爱心午餐”累计捐款42万
元，惠及困难学子300余人。在今年“慈善一
日捐”活动中，宁波天业精密铸造有限公司又
额外捐赠2万元，用于救助困难群体。

“做慈善也是体现企业社会责任感的一
种方式，作为本地企业，我们希望对本地的弱
势群体伸出援助之手，帮助他们摆脱困境，能
帮一点是一点。”宁波天业精密铸造有限公司
负责人崔建业说。

“免费午餐对困难学生的帮助很大，它解
决了家长的后顾之忧，减少了困难学生的流
失。同时，免费午餐改善了困难学生的生活，
减轻家长的家庭负担，让困难学生可以专注
于学习。”九龙湖中心学校相关负责人说，希
望孩子们珍惜这份善意，培养好的学习和生
活习惯，学会感恩。

近年来，我市全力打造环境监管执法最严城
市，对环境违法行为实施“零容忍”。昨天，市生
态环境局公布了近期十大环境违法案件（详见今
日本报A05版）。

1至5月立案查处287件案件

今年以来，为巩固蓝天保卫、治水提升、清废
净土等污染防治标志性战役成果，着力推进中央
和省环保督察反馈问题整改，防范重大环境风
险，推动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我市各级生态
环境执法部门保持高压执法态势，雷霆出击、利
剑斩污，连续打出“双随机、一公开”日常监管、绿
剑系列专项行动、突击夜查和交叉检查等环境执
法组合拳，充分发挥无人机、在线监测等科技手
段作用，深化环保、公安执法联动协作机制，并在
全市范围部署开展“绿水青山、请您守护”全民行

动，进一步拓展问题发现渠道，做到精准执法、有
效监管，全力营造企业环境守法氛围。

据统计，今年1至5月，我市累计出动环境执
法人员33022人次，检查企业18007家次，立案
查处287件，处罚金额3445.3万元。

其中，涉建设项目违法案件116件，处罚金
额1722.41万元；涉气违法案件55件，处罚金额
539.55万元；涉水违法案件67件，处罚金额930.8
万元；涉固体废物违法案件28件，处罚金额102.46
万元；其他案件21件，处罚金额150.08万元。移送
公安行政拘留6件7人、刑事拘留8件10人。

“绿水青山、请您守护”专项活动启动

6月2日，市生态环境局启动了“绿水青山、
请您守护”专项活动。这个专项行动将发动和引
导群众举报身边环境问题，积极参与环境保护，提

高环境违法查处效能，切实维护群众环境权益。
市民举报违法排污，最高可以获得5万元的奖励。

市民可以通过 4 种方式举报。一是拨打
12345电话举报；二是来信来访举报，地址是宁波
市海曙区柳汀街545号，邮政编码是315000；三
是市生态环境局官网在线举报，或发邮件至生态
环境局长信箱平台http://zxts.zjzwfw.gov.cn/
wsdt/；四是通过关注宁波生态环境微信公众号
进行“微投诉”。

市生态环境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根据执法经
验来看，市民电话投诉的描述有时与实际情况存
在差异，而网上投诉也只能填写文字内容，无法
上传图片。通过微信搜索宁波生态环境进入公
众号，点击左下方“微投诉”进入投诉界面，可以
看到有行政区域及照片上传标示，这样有利于执
法人员判断环保投诉的真实性。

记者 林伟 通讯员 陈晓众 沈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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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村有位老人很热心，6年来做了上万
把洗帚，都是免费送给我们的。这样的好人，
媒体一定要多报道报道。”昨天，鄞州区塘溪镇
东山村村民任瑞娣辗转找到记者，希望能给他
们村里的好心人亮个相。

老人叫钱定生，今年76岁，是一位普普通
通的农民。他有一个不成文的规矩：只送不
卖。在东山村，几乎家家户户都用着老人做的
洗帚，他的暖心故事在村里早就传为佳话。

每天上山砍毛竹背下山
钱定生住的塘溪镇东山村，漫山遍野都是

郁郁葱葱的毛竹。老人有一双巧手，不仅会制
作洗帚，还会编织竹篮、竹箩、竹筐、竹簸箕等
竹制品。

东山村居住的大多是60岁以上的老人，住
房比较简陋，很多人家里还在用土灶生火烧
饭，洗帚就成了老人们清理锅灶、打扫卫生的
必需品。早几年，钱定生身体好的时候，会编
一些竹篮、竹箩等送给邻里乡亲。慢慢年纪大
了，编织稍大一些的竹制品有些力不从心，他
就专门做起了洗帚。

每天天刚亮，钱定生就上山砍毛竹了。每一
根毛竹，他都要仔细挑选，再一根根地扛回家。

毛竹要加工成一条条几毫米粗细的竹丝，
功夫全在刀下。他经常戴着老花镜，手拿篾

刀，破竹、刮青、剖蔑，整个过程一丝不苟。把
篾丝加工成洗帚，需要用塑料白藤把裁好的长
短一样的篾丝紧紧地箍在一起。这道工序需
要一定的力道，再加上巧劲才能完成。

“我的洗帚，只送不卖”

老人年逾古稀，平日里沉默寡言，最大的
爱好就是窝在家里做洗帚。“年纪大了，没地方
去，不如做做洗帚。”

冬去春来，做好的洗帚很快就堆得像小山
一般。他就把洗帚打包，背着来到塘溪镇、咸
祥镇甚至宁波市区，免费送给素不相识的人。
有人看到这竹制的洗帚爱不释手，想要花钱买
一些回去。老人总是微笑着摆摆手：“我的洗
帚，只送不卖。”

在东山村，几乎每家每户都有钱定生做的
洗帚，这种洗帚不仅外观漂亮而且经久耐用。
每次听到村民的夸赞，老人像个孩子一样乐开
了花，分外满足。“喜欢的话，多拿几把去。”

6年来，他用长满老茧的双手共制作了上
万把洗帚，这还不包括以前做的各类竹制品。
其实，老人每月的养老金仅1000元左右，制作
洗帚所需要的刀具、塑料白藤等耗材，都是他
从养老金里省吃俭用省出来的。

记者 薛曹盛 通讯员 徐凯 文/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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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岁老人自制万把洗帚送邻里
他的竹制品“只送不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