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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去年的小区垃圾分类工作
推进中，朱家社区需要在小区内设
置一处生活垃圾集中堆放点。“厨
余垃圾经太阳暴晒后容易发臭，蚊
子苍蝇多，居民都不愿意将堆放点
设在自家楼下。”任亚鸿说。

几经寻找，终于在小区东门外
找到了一处闲置地块。“当时这个
地块街道有其他用途，能否划出一
块作为小区的生活垃圾集中堆放
点，大家心里都没底。”刘同峥说。

于是，由社区牵头，物业、居委会
和业委会三方与街道进行了协商，最
终，街道同意划一部分地块用来设置
小区的生活垃圾集中堆放点。

今年又有一件事，摆在了小区
业委会的面前。小区居民中，有
10多名业主从事货运工作，下班
后会把货车开到小区内停放。“货
车进出小区，噪音大，还有一定的

安全隐患。更让物业头疼的是，别
的小区的货车司机，也瞄准了我们
小区能停放货车的便利，最多的时
候，小区停了二三十辆货车。居民
对此颇有怨言，必须为这些货车找
一处停车场。”刘同峥说。

最近的一处公共停车场，距
小区有1公里多，很不方便。为了
解决这个问题，社区、业委会和物
业三方再一次坐到了一起商议：
能否从现有的生活垃圾集中堆放
点地块中，再腾出一块来，作为货
车的临时停放点？很快，甬江街
道同意了小区提出的方案。“现在
的货车停车场与小区仅一墙之
隔，不仅解决了小区货车业主的
车辆停放问题，也为小区居民营
造了安静安全的居住环境。”刘同
峥说。 记者 周科娜

通讯员 罗秋玲 文/摄

从青春年少到两鬓苍苍，从传
统胶片到数字放映机，钟国庆和电
影打了一辈子交道，而那台编号314
的放映机器是他坚持电影放映工作
的见证，也承载了他与红色电影展
播的不解之缘。

“那时候的农村，业余活动和文
化生活几乎没有，电影是大家结束
一天辛苦劳作后、打发时间的唯一
娱乐活动了。每次开始放电影，村

民们都各自拿着小板凳，围坐在幕
布前面，男女老少熙熙攘攘的，特别
热闹。”回忆起当年放映时的场景，
钟国庆记忆犹新，“放完影片收工
时，村民们就围着我问什么时候会
再来。电影下乡放映，成为村民们
最盼望的事情。”

这些年来，身边的同事退休的
退休、转行的转行，只有他还坚守在
放映电影的第一线。

47年坚守，放映电影1万多场

他与红色电影结下不解之缘

“老刘，小区电梯全部安装了扶手后，我们乘坐电梯安心
多了！谢谢你啊！”6 月 9 日上午，在江北区朱家社区朱佳苑
小区，居民何成春笑着跟迎面而来的一名男子打招呼。

居民称呼的“老刘”，是这个小区的业委会主任刘同峥。
2014 年，他作为拆迁户入住刚刚交付的朱佳苑小区。住了 7
年，也当了 7 年的小区业委会主任，这期间，这名“当家人”带
领业委会成员，为居民办了不少实事。

他说这些年做的都是些“小事”。但正是这些和居民生活息
息相关的“小事”，让小区的2072户住户找到了居住的幸福感。

小区53部电梯加装扶手
他替居民节省了约15万元

朱佳苑小区分三期交付，仅三
期的21部电梯轿厢安装了扶手，
一、二期的 53 部电梯都未装扶
手。“小区老年居民多，在去年年底
小区年会中，居民就提出希望能在
一、二期的电梯也能加装扶手。”朱
家社区党委书记任亚鸿说。

刘同峥带着业委会成员和社
区居委会一起张罗起了此事。先
是找了安装电梯扶手的安装厂
家，随后，他们收到了一份报价
单：按照每个电梯轿厢安装2个扶
手，53部电梯，材料费加上人工
费，总费用约17万元。

“电梯扶手的加装费从小区的
公共收益中支出，这是全体业主的
钱，必须花在刀口上。”刘同峥说，“对
方企业的报价，我们无法承受，只能
另想办法了。”

他找到了同款电梯扶手生产
厂家，要求厂方先寄送一根到小
区试装。安装完后，邀请居民现
场参观。经商议后，居民一致决

定每个轿厢安装一个扶手，将扶
手位置从原先设想的进门后的轿
厢壁左右两侧，调整为人进入电
梯后视线正对面的轿厢壁。

“我们业委会成员洽谈下来的
价格是，每个扶手200元，安装费每
个 50 元，53 部电梯一共支出
13250元，比原先报价节省了约15
万元。”

“老刘把小区的事当成了自
家的事，这种精打细算，让我们很
感动！”居民陈先生这样说道。

找到了居民满意的垃圾集中堆放点
替小区业主的10余辆货车找到了停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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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这个小区的“当家人”

太给力了！
7年来他办的这些“小事”
让居民体会到浓浓幸福感

今年71岁的钟国庆，有着49年党龄。1974年，从部队退役
后，他被组织分配到江北区洋市公社文化站，成为一名农村电影

放映员，从此他与电影放映结下了一生之缘。
坚守岗位47年，他累计播放电影1万多场。

自开展党史学习教育以来，钟老又
扛着放映机，在江北洪塘走村入社展播
红色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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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乘坐加装扶手后的电梯。

看电影曾是人们唯一的娱乐活动

为了更好地为大家服务，他一直
坚持自学放映技术、维修技术和电脑
技术，让自身放映技术日臻成熟。每
次放完影片，钟国庆都会询问大家的
观看感受，或是向其他放映员打听哪
部片子放映热度高，掌握好观众的观
影偏好，再安排电影播放场次和租赁
新电影胶片，努力将电影放映细节做
到极致。

“以前农村交通不像现在这么
方便，那时候的电影放映设备又重，
加起来有100多斤，我就骑着一辆老
式自行车到村里放电影，遇到沟沟
坎坎的地方，只好停下来推着过去，

生怕磕坏了我的宝贝机器。”钟国庆
说，“有的村比较偏远，我要提前两
个小时出门，还要看天气适不适合
放映。进村都是土路，晴天一腿灰，
雨天一脚泥，往往经过一路颠簸，身
子几乎散了架，但是一看到村里大
人小孩欢呼雀跃的样子，所有的疲
惫一下子都消失了，整个人立马投
入到紧张的放映工作中。”

每次下乡一般放两部影片，通常
第二部放完后已经很晚，还要将放映
设备整理好，等回家睡下常常已经是
半夜12点了，这就是40多年来钟国
庆的工作常态。

作为一名农村老放映员, 钟国
庆见证了祖国电影事业发展，尤其
是农村电影放映市场发展的全过
程，他感慨地说：“现在各大电影院
遍地开花，网络电视剧、电影资源丰
富，播放画面也清晰流畅，大家可挑
选的自由度很高，农村放映市场也
没有以前繁荣了，我觉得这正显示
了我们祖国的繁荣富强、影视行业
的蓬勃发展。”

今年，是钟老退休的第11个年
头。这些年来，他继续发挥余热，一

个人负责江北区每年200场的电影
放映量，还接受各大中专学校的放映
邀请，10余年间几乎每个周五、周末
都在学校的公益放映中度过。

当被问到“为什么70多岁了，
还继续放映红色电影”的时候，钟师
傅笑笑说，“我是一名老党员，能通
过放红色电影的形式，让更多年轻
人了解党史、学习党史，我觉得很有
意义。”

记者 陶倪
通讯员 周旦 叶晨阳

常年骑着一辆老式自行车下乡放电影

退休后发挥余热继续公益放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