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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06、07·暖心

本报讯（记者 滕华）有困难，可
以找身边的邻居；有能力，可以加入身
边的“姐妹团”！当前新型冠状病毒感
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处于关键时
期，宁波各地纷纷执行管制措施遏制
疫情扩散，邻里间的生活也起了变化，
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渴望温暖友爱。

2月6日，市妇联和宁波晚报联合
发出倡议，号召广大妇女干部、女性社
会组织、千万邻里家庭，积极参与到

“邻里守望·姐妹相助”行动中来，为坚
决遏制疫情蔓延势头、打赢疫情防控
阻击战贡献力量。

疫情当前，宁波变得安静了，大型
商场停业、地铁公交暂停、市民们主动
选择宅家隔离。在社区里，在我们身

边的邻居中，有一些是一线抗疫人员
的家庭，有一些是不能及时得到子女
照看的高龄独居老人，有一些是困境
儿童、孕妇产妇、单亲母亲，还可能有
一些是居家隔离在家观察。为切实帮
助这些特殊家庭解决实际生活困难，
我们号召广大邻居们积极参与“邻里
守望·姐妹相助”行动。

邻里守望·姐妹相助，从关爱做
起。立足城乡社区邻里，我们要重点
关爱那些有医护、公安、城管、监管等
一线抗疫人员的家庭。倡导关照独居
老人、困境儿童、单亲母亲等特殊群
体，真诚对待重点地区返乡人员、医学
观察人员。邻里守望编织一张来自身
边的爱心网，用最近距离的温暖，使每

一个遇到困难、渴望帮助的人得到及
时的关爱。

邻里守望·姐妹相助，从身边做
起。通过包户、结对帮扶、志愿服务、
亲情问候等多种形式，让一线抗疫人
员的家庭没有后顾之忧，让空巢老人
身边有儿女般的关怀，让困境儿童身
边有父母般的关心，让困难妇女有姐
妹的携手扶持，让居家隔离观察的邻
居有朋友般的鼓励。

邻里守望·姐妹相助，从日常做
起。邻里关爱，事事可为，让我们从日
常做起，从小事做起。积极协助社区
做好摸底调查工作，在社区微信群了
解邻居的需要。如果可以，按照就近
就便原则提供送菜上门、代购物品、心

理咨询等志愿服务。一根葱、一瓣蒜、
一声温暖的问候、一堂远程课程、一次
贴心的咨询交谈，点滴汇聚，也是一份
小善大爱。

邻里守望·姐妹相助，从你我做
起。我们倡导各级妇联执委、广大妇女
干部、巾帼志愿者、女性社会组织、姐妹
驿站等个人、组织率先站出来带头参
加，承担使命。我们也呼吁广大市民积
极参与，姐姐妹妹们携手站出来，坚定
信心、同舟共济，同时间赛跑、与病魔较
量，共同用爱心传
递社会正能量！

请扫描二维码
了解第一批提供服
务的巾帼基地

有困难，可以找邻居；有能力，可以加入“姐妹团”

邻里守望，同舟共济
编织一张来自身边的爱心网！

市妇联与宁波晚报联合倡议
请您加入“邻里守望·姐妹相助”行动

一张四方桌，一袋袋打包好的
豆腐、油豆腐、香干，一块二维码的
牌子……这些天，在宁海胡陈乡大
赖村村口的樟树下，一个“无人摊
位”前，陆陆续续有村民前来。

小摊位上选择不算多，都是
常见的豆制品，桌上放着一个标
有“3元一包”的牌子，每包价格
相同，童叟无欺。有些特别的是，
这个摊子没人看顾，前来购买的
村民也都自觉戴着口罩，挑选出
想要的物品，扫描桌子上的二维
码付款，或掏出现金，自觉在零钱
盒里找零。

桌子边的小塑料盒里，有面值
5元、1元的纸币，就这么敞开放
着。有些年纪大的村民将现金放
在盒子里，年纪轻的基本都是扫码
支付。

或许有人会想，这样将食物和
零钱放在公众场合，是不是有些

“心大”？可这个摊位真正的主人
国亚群不这么想。

据了解，国亚群是大赖村的村
民，在市场里做豆腐生意有七八年
了，村民都知道她。特殊时期，该
怎么办呢？国亚群偶然看到电视
里播出无人售卖商品的新闻，就想
出了“无人摊位”这么一招。大家
既可以不碰面，又能买到吃的。

当记者打通国亚群电话的时
候，她笑得很爽朗，“我做的是小生
意啦”。她解释，现在疫情当前，像
以前那样出去摆摊，肯定不方便，
想来想去还是这样好。

每天早上，国亚群都会在6点
多起床，准备这些豆制品，从早上7
点出摊，到下午3点收摊，保证摊位
上不空，卖光了就再去添置。从大
年初二开始设摊，到昨天，已经持
续了10来天，风雨无阻。

“很多商店都关门了，大家东
西不好买，我稍微准备一些，让大
家有新鲜的东西吃。”国亚群说，自
己做的是小本生意，不是大买卖。
多亏大家照顾，每天也能有100元
左右的收入，收摊的时候，摆出去
的东西基本所剩无几。

“自己做的干净，摆摊的位置
离家也近，这样来买，既能避免接
触，又能买到新鲜豆腐，我们都很
高兴。”正在摊位前购买豆腐的村
民赖长云表示。

“这么多年的生意做下来，村
民间都是彼此信任的，没出现过不
付钱的情况。”国亚群轻松地说，过
路的人也都是扫码拿走东西的，她
没有什么不放心。

记者 顾嘉懿
通讯员 徐铭怿 屠以撒 葛家彤

“希望这次捐款，能给
他们带去一些物资、一点
温暖！”“外面下雨了，为物
业，为守门人加油！”……

2月6日下午，海曙区
盛世华城小区业主微信群
热闹非凡，大家你一言、我
一语兴奋地讨论着，不时
地扫描二维码进行捐款。

“物业不知道我们在自发
捐款，想到时候给他们一
个意外的惊喜！”业主冯女
士说。

冯女士告诉记者，中
午12：30左右，一名微信
名为“华少”的热心业主，
在业主群发表了一段话，
感谢物业为小区业主的默
默付出，并发起为物业人
捐款的倡议，引发了小区
业主的共鸣。

“华少”在倡议中写
道：“当听到我们的管家半
哑的、带着哭音的无奈言
语时，我哑然了……如果
你是小区的物管人员，在
这度日如年的半个月里，
你愿意做他们这些工作
吗？我们需要换位思考
下，物业人冲在第一线，也

知道危险，因为他们也有
妻儿老小。他们尽心做好
本职，就赚这微薄的工资，
我们难道不应该说声感谢
吗？”

这份言辞恳切的倡
议，引发了业主们的积极
响应。下午1点左右，“华
少”捐出了首笔捐款200
元，不少业主纷纷响应。
下午3点，捐款活动结束，
共有88名业主参与捐款，
捐款金额达12000元。

“现在是疫情防控的
关键时期，物业人员的压
力非常大。我们发起这场
义捐，是对他们的一种支
持，希望能给他们带去一
些物资，更希望用我们的
这一份善良和理解，给他
们带去一点温暖和善意！”

“华少”说。
“华少”表示，今天下

午他们将立即行动，将筹
得的这笔善款陆续发到一
线物业人员手中。

记者 周科娜

电视剧《深夜食堂》，以一个个
温暖的小故事暖人胃、暖人心。在
鄞州区姜山镇，同样有一个个“深夜
食堂”。在这特殊的防疫期间，有一
批人 24小时值守在各个村的卡
口。每个深夜，热心的村民总会送
上各种各样的美食，一份酒酿圆子、
一碗面结面，你暖了胃，我舒了心。

1月29日开始，新汪村设置了
三个卡口，工作人员 24 小时轮
值。每天深夜，一线值守人员在寒
风中坚守。冷了就缩缩脖子，困了
就跺跺脚，饿了就只能咬牙忍着。

第一天，村里送来了年糕汤、
面条。没想到第二天，陆续有村民
送来爱心夜宵。每天22点左右，
花甲之年的阿姨将热腾腾的酒酿
圆子送到三个卡口。

“小伙子，这么冷的天，快吃一
碗热热身。”

“多吃一点，好吃我明天再送
来！”

谁都叫不出阿姨的名字，但她
暖心的话却印在了大家心里。

“好吃就多吃几个，管够！”2

月5日夜里，唐叶村村民裘一峰送来
了10几个亲手做的鲜肉包，执勤的志
愿者们吃得美美的。

他是村里的“80后”党员，平日里
就喜欢捣鼓各种面食。送完爱心餐，
他还自告奋勇报名执勤：“我晚上没事
情，算我一个！”

翻开陈家团村村主任陈海旭这几
天的朋友圈，简直是深夜美食大合集，
看得人直流口水。东边村民送来几盒
水饺，西边村民端来了热乎乎的八宝
粥，有的还把家里的水果拎来。陈海

旭他们深夜执勤期间，附近村
民都把自家的好吃东西带来
了：“你们这么辛苦，吃点东西
暖暖身！”

天天在一线值夜班，虽然
辛苦，但陈海旭说，有这样暖心
的村民，再苦再累都是值得的。

有了这些风味美食，深夜
执勤的日子似乎都没那么“孤
独寂寞冷”了。

记者 薛曹盛
通讯员 牟佳佳

你奋战一线
我送上心意
盛世华城业主自发为物业捐款

“无人摊位”出售豆制品
拿货的人没有一个不付钱

你遵守诚信，我守护安全

姜山的“深夜食堂”，村民为值守者送上美食

你暖了胃，我舒了心

“天这么冷，你们为了我们在
村口守了一整晚，这点面包是我刚
做好的，赶紧趁热吃一点暖暖胃
吧！”2月4日凌晨4点，鄞江镇梅
园村村民陈惠珍抱着一个篮子走
到村口，给蹲守执勤了一夜的网格
员袁世华等人送去了新鲜出炉的
面包。就在6个小时前，她刚给执
勤人员送过食物。热乎乎的面包
吃在嘴里，暖在梅园村网格员们的
心里。

自疫情发生以来，鄞江镇结合
实际制定疫情防控工作方案，把疫
情防控工作作为当前最重要的工
作来抓。自2月2日起，鄞江镇在
全镇域内陆续设置48个卡点，每
个卡点安排工作人员24小时交替
值守，对进出人员尤其是外来人员
和车辆进行检查、登记和备案，筑
牢全防线，防控疫情蔓延。

“现在形势严峻，各方面防控都要
加强，但你们这样露天蹲点不行，多冷
啊。要是再遇上刮风下雨怎么办？”63
岁的鄞江村村民王静娣听说村里网格
员蹲点条件艰苦，十分心疼。在家里
转了一圈后，她将视线落到了家中
闲置的大棚上。“我儿子原先开过
店，这些大棚一直闲置在家，反正我
们也用不着，不如给村里值班的同
志用，好歹也能挡风遮雨一下！”2
月 3 日，王静娣家的大棚便支在了
村口，考虑到防风保暖，王静娣和
村里的同志们还将其余3面围上了
塑料布。虽然简陋，却多了分温馨
之感。

网格员执勤的辛苦，其他村民也
看在眼里。“每个村都设了监测点，听
村里说要三班倒但人手不太够，而我
最近因为疫情关系，休息三天上班一
天，利用休息时间帮忙执勤完全没问

题，于是就毛遂自荐去了。”46
岁的东兴村党员傅备君说。2
月2日下午，他主动和村里联
系，提出义务执勤的想法。当
天下午，他便在家附近的监测
点顺利“上岗”。

“镇、村主要道路及路口都
设置了24小时监测点，对外来
车辆及人员进行登记劝阻，大
家都觉得这一做法很到位。”宁
波腾隆户外用品有限公司总经
理刘坚表示。但同时他也注意
到，夜间执勤时，部分监测点周
围并无路灯，给执勤工作带来
不便。恰好公司有一批手电筒
存货，于是当即捐赠给镇里，以
解难题。

记者 王思勤
通讯员 崔宁 石婉羚

一大早，村民将自家大棚支在了监测点

你蹲点坚守，我温暖护航

盛世华城业主群截图。

村民在“无人摊位”购物。
村民王静娣将自家大棚支在村

口，为值守人员御寒。

“深夜食堂”的烤红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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