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 滕华 通讯员 胡
青蓝） 2月 8日是元宵节，一大早，
北仑区白峰街道厨娘协会的几位厨
娘就开始了“战斗”，将热腾腾的汤
圆分拣、打包，为防疫一线的工作人
员们送上暖心元宵。

记者从市妇联了解到，作为一
场“爱心接力”，在北仑区，还有不少
像厨娘协会一样的女性社会组织，
她们都积极参与到“邻里守望·姐妹
相助”的行动中来。“阿姐宁”“花匠
学堂”“弄堂娘子军”，这些名字泛着
浓浓土味的公益团体，送烤菜年糕、
防疫雨衣到“疫”线，让大家感受着
这份温暖的“她力量”。

6日晚，郭巨街道“铁桶守夜人”
收到了一份暖心的礼物，一碗碗由

“阿姐宁”亲手制作的烤菜年糕，让
大家从胃里暖到了心里。“阿姐宁”
作为郭巨街道妇联下的社会组织，
这两天多次请缨参与志愿服务。除
了参加第一线巡查登记外，她们更
想发挥自身的优势做点热乎的美

食，温暖24小时值岗的志愿者。
“我们不仅仅是妇女，还是党

员，能去送餐吗？哪怕只是夜宵。”
“阿姐宁”党支部书记姚慧敏第三次
向上级发出请愿微信，经过综合考
虑，对方同意了她们在人流较少的
晚上送夜宵的行动。“阿姐宁”们表
示，只要“战友们”守城到几时，她们
就送吃的到几时。

2月6日下午，天淅淅沥沥地下
起了雨，“花匠学堂”工作人员为志
愿者们送来了雨衣。这来自他前段
时间多方联络，从朋友那购买的
500 件一次性雨衣。“我听电视上
说，穿这个也能起到一定的隔离作
用，希望志愿者能用得上。”

峰南社区的“小香香亲子俱乐
部”为隔离户的小朋友购买学习用
品玩具；“弄堂娘子军”身披红装、背
上腰鼓、喊出“土味”防疫宣传语；

“海娃工作室”帮扶父母在外的留守
家庭，发挥各村“儿童主任”作用，通
过视频聊天、入户慰问的方式，传递
温暖、传授防疫知识……

北仑区妇联相关负责人对记者
说，像这样的社会组织在疫情肆虐时
刻集结党员的力量，在铁面无私的

“铁桶计划”里展示了人性关怀的柔
性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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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滕华 通讯员 胡青蓝）宅在家里，你还好吗？自新冠肺炎
疫情发生以来，市民们主动选择居家隔离，长时间的居家生活也给大家的心理
承受能力提出了挑战。2月8日，记者了解到，我市又一批女性社会组织真情

“上线”，参与到市妇联和宁波晚报联合发出的“邻里守望·姐妹相助”行动中
来，为妇女儿童提供公益服务。如果您有维权、心理咨询、宅家学习等方面的
需要，不妨就近向她们寻求帮助。

加入“邻里守望·姐妹相助”行动，送烤菜年糕、防疫雨衣到“疫”线

甬城“她力量”展现“她担当”

“邻里守望·姐妹相助”让抗“疫”有温度
如果您有维权、心理咨询等需要，可向她们求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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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孩子，最大的13岁，最小的9岁，爸妈滞留贵州无法返
甬，他们在宁海力洋镇一间出租屋里，生活了21天。

昨天下午，与记者视频聊天时，他们说：“冯老师来看我了。”
“邻居陈阿姨送了菜，还有几个叔叔阿姨送来了汤圆。”“看，这是
我的寒假作业，快写完了。”……

小孩子对外界充满好奇，也很容易对外界的善意感念于心。

爸妈滞留贵州无法返甬

邻里相帮
13岁小姐姐照顾弟妹21天

爸妈不在，三个小孩子的
日常是怎样的？

“照顾弟弟妹妹。”老大浙
燕很腼腆，一句话把20多天讲
完了。

在浙燕的贵州老家，上了
初中的孩子就成了“大人”，老
大照顾下面的弟弟妹妹，很正
常。平常父母在家，浙燕没少
照顾弟妹，这次爸妈撇下他们
回老家，浙燕没觉得辛苦，烧
饭、洗衣，督促弟弟妹妹做寒假
作业，是她的日常。

“妹妹学习成绩很好，在力
洋小学读四年级，期末考试是

全镇第一。弟弟9岁，调皮一
些，爱玩爱捣乱。”浙燕说，妹妹
不用管，要管好弟弟。

“我写作业，弟弟老捣乱。”
老二浙玲圆圆的脸蛋，扎两个
羊角辫，和记者聊天，每说一句
话，都要往姐姐身上靠一下。

现在疫情严峻不能出门，
三姐弟最喜欢到院子里和狗狗
玩耍。

问到“想不想爸爸妈妈？”
老大半天没吭声，瘪了瘪

嘴，吐出一个字“想”。
记者 王冬晓

通讯员 蒋攀 应越

三姐弟最喜欢和狗狗玩耍

乡邻、党员干部和老师爱心汇聚

家里只有三个孩子，没有
大人，这事只有叶老板知道。

慢慢的，左邻右舍都知道
了，送菜、送年糕、送汤团……
谁家做了好吃的，都要单独盛
一碗送过去，很快，村镇的党
员、干部也掌握了情况。

疫情防控形势日益严峻，
左邻右舍的走动被严格限制，
力洋镇团委、妇联和力洋村村

委专门安排了党员志愿者和工
作人员，负责小孩子的生活：帮
忙采买生活物资，检查房屋有
无安全隐患，叮嘱他们千万不
要出门。昨天元宵节，他们还
送去了汤圆和方便面。

力洋中学的冯老师知道情
况后，去做了家访，辅导功课。“10
日，甬上云校开课了，我要把浙燕
的课程给安排好。”冯老师说。

老大浙燕在宁海力洋中学
读初一，去年期末考试成绩排
在全年级29名，曾做过一段班
主任的冯老师对她印象深刻，
说她很乖巧。

1月17日，浙燕的爸爸刘
永松嘱咐她说，贵州老家有急
事，“我和你妈回去办点事，初
五就回来。”然后，把弟弟妹妹
交给她照顾。没想到，疫情形
势严峻，贵州实施严格管控，夫
妇俩回不来了。

夫妇俩临走前嘱托了木材

加工厂的叶老板，帮忙照看。他
来宁海17年，在叶老板的厂子
干了16年，这份嘱托饱含信任。

叶老板离他家8公里，开
车近20分钟，每天都要去看看
孩子们。他没空，就让老婆去，
夫妇俩都没空，就让女儿去，送
米送菜，送吃的。大年三十，他
把三个孩子接到家里来，吃了
年夜饭，还发了压岁钱。

“每天都得去看看，才放心。”
叶老板不愿多说，他觉得这是受
人之托，忠人之事，“很正常”。

临走前把三个孩子托付给叶老板

浙燕和弟妹浙燕和弟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