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朱维康一家四口在家中用餐，使用公筷。

74岁的朱维康住在水尚阑珊
小区，三代同堂。昨天中午，记者
来到朱维康家中，他和老伴、女
儿、外孙正在吃午饭。餐桌上摆
放了一双公筷，蛋羹里有一个公
勺。

由于使用时间较短，年幼的
外孙偶尔会忘记用公筷，经提醒
后，小家伙立马放下自己的筷子，
改用公筷。

“我们每个人面前还放了一
个小碟子，用公筷夹过来的菜，就
放在碟子里，供自己一个人吃，这

样一来，卫生多了。”朱维康的老
伴江烈德是公筷行动的拥护者，
她是家里第一个提出要响应社区
使用公筷就餐号召的。

朱维康一家有三人是教师，
他和老伴是退休教师，女儿是镇
海区中心学校教师，作为教师家
庭，他们觉得很有必要带头践行
公筷行动。

“虽然有时候会忘掉，但一想
起来后，马上就换用公筷。这就
是个习惯问题，时间长了，就习惯
了。”朱维康说。

三代同堂家庭用上公筷

2020年3月19日 星期四 专题 责编/叶飞 董富勇 任晓云 审读/刘云祥 美编/张靖宇 照排/陈鸿燕 余佳维

A03

十九大代表陈霞娜加入倡议队伍，推广“甬城公筷”行动。

江北天合社区积极推广“甬城公筷”行动

十九大代表陈霞娜喊你使用公筷
“夹菜用公筷，不吃口水菜”“公筷公勺在手，病毒无从

入口”“甬城公筷，脍炙人口”……3月18日，在江北区文明
办等部门推出“甬城公筷”行动两天后，庄桥街道天合社区
已有了浓厚的使用公筷的氛围，党的十九大代表陈霞娜、
援鄂医护人员的家属等也加入了倡议队伍。

新冠肺炎疫情来袭，旅游业停
摆，旅游企业重创苦熬。2月28日以
来，工行宁波东门支行已协助宁波市
文化广电旅游局完成了32家旅行社
960万元的旅游服务质量保证金退回
工作，给停业中的旅游企业送上一丝
暖意。

旅游质量保证金是由旅行社缴
纳、文旅行政管理部门管理，用于保障
旅游者权益的专用款项。宁波市文化
广电旅游局为规范旅游消费市场，保
障旅游者权益，要求各旅行社自主办
理以单位定期存款的方式存放于银
行，工行宁波东门支行承接了该项特
色业务。

受疫情影响，日前，市文化广电旅
游局下发文件，要求工行宁波东门支
行暂时向旅行社退缴部分质保金。第

一时间，该行主动联系到相关客户办
理退缴业务。在业务办理过程中，针
对部分客户曾经办理过部分质保金提
取的情况，该行积极与相关部门进行
沟通协商，全力维系企业正常运营，尽
力为企业提供抗击疫情冲击的资金保
障。 通讯员 江嘉栋

共渡战“疫”难关
工行宁波东门支行力助旅行社退缴质保金

工行宁波东门支行员工帮助旅行
社退缴质保金

离开朱维康家，记者来到天
合社区世纪联华康庄南路店。超
市大门口有一块十分显眼的“甬
城公筷”行动的签名板，上面印有

“公勺公筷备一副 无忧无虑享口
福”的宣传语，虽然刚贴上去不
仅，但已有不少来往市民、餐饮店
主在上面留下了签名，愿意响应
这一推广行动。

超市内到处可见“甬城公筷”
宣传板，其中还有宁波市文明办
与《宁波晚报》共同推出的“文明
好习惯·甬尚新生活”系列活动的
宣传海报，以及3月17日《宁波晚
报》的头版报道，使用公筷氛围浓
厚。

天水广场一楼有不少餐饮
店，在一家小火锅店内，“不剩饭、
不剩菜、用公筷”的宣传提示非常醒
目，对前来用餐的顾客，服务员会提
醒、推荐使用餐厅准备的公筷。

下午1点40分，店内有三桌
客人就餐，因疫情影响，他们隔桌
而坐，每桌客人都自觉使用起了
摆放在桌上的公筷、公勺。

家住附近的市民徐女士和两
个闺蜜一起来吃火锅，她早在大
年初二左右，便开始在家中用起
了公筷。“我觉得这次疫情给大家
提了个醒，正好借这个机会，在我
们家彻底养成用公筷的习惯。”徐
女士说。

签字响应“甬城公筷”行动

昨天下午，十九大代表陈霞
娜也来到广场，面对记者的镜头，
她发起了倡议：“多一份公筷，多
一分健康，我们来一起共同使用

‘甬城公筷’！”
此前，陈霞娜已录制了一段

倡议视频，发布在“庄桥街道天合
社区居委会”的抖音号上，在线上
动员广大网友使用公筷。

“我相信在大家的共同努力
下，肯定会有良好的效果。”陈霞
娜说。

陈霞娜倡议大家使用公筷

目前，天合社区已通过微信
群向居民发送了“甬城公筷”行
动倡议书；借助天合社区抖音官
方账号开展云宣传，该社区的援
鄂医护人员家属、社区居民也拍
摄了不少小视频进行分享；还在
微信小程序上开展天合社区“甬
城公筷·宁波蓝”打卡行动，完成
打卡者，后续会获得表扬信、小

礼品等。
“我们通过‘线上+线下’的推

广方式，希望由点及面、由易到难，
逐步开展这项工作，将公筷行动从
小区推广至广场，从家庭推广至社
会，希望真正做出点效果来。”天合
社区党委书记谢庆恩说。

记者 朱琳 通讯员 张孝/文
王栋鑫/摄

社区“线上+线下”推广公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