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鄞 州 区 下
应街道河东村
是该街道唯一
一个没有拆迁
的行政村。该
村外来人口较
多、地势低洼、
房屋老旧且有
危房。每年台
风季，村里经常
“水漫金山”。

今年 54 岁
的陆志宏是河
东村党支部书
记”。今年 7月
14日，他因神经
血管性头痛入
住宁波鄞州第
二 医 院 治 疗。
看 着 台 风“烟
花”步步逼近，
他急了。 7 月
22 日，他拔掉
针头，溜出了医
院。

昨日，在防
台一线，记者看
到了套在他左
手 的 住 院 手
环。这样的“硬
核书记”，让村
民挺心疼。他
却轻描淡写地
说：“别担心，台
风不退，我肯定
不会倒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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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几天，躺在住院病房的陆志宏一直
关注着台风“烟花”的消息。

“我在病床上，根本睡不着。台风来
了，我在医院怎么放心得下！”7月22日，他
拔掉针头，偷偷溜出医院。

主治医生急了。“你这种情况，最起码
还要住十几天，你不要命了？”“放心，我死
不了！等台风过了，我再回医院！”其实，陆
志宏头痛症状并未缓解。7月23日办理出
院手续那天，他让医生打了一针激素。“打
一针扛几天，等台风过了，我会回医院的！”
就这样，他带着一包西药回到河东村，一头
扎进防台工作。

村里的工作人员说，陆志宏以前身体很
好，他这个病都是累出来的。陆志宏是土生
土长的河东村人，是个事业有成的私营企业
老板，主要做酒店行业，2009年入党。

2019年5月，他“临危受命”担任河东
村党支部书记。当时，村干部不够团结，
村里矛盾错综复杂……陆志宏却一口答
应，揽下了这副“烂摊子”。短短一年时
间，河东村班子队伍的凝聚力大大增强。

根据计划，河东村今年年底即将面临拆
迁。拆迁工作情况复杂、矛盾突出、任务繁
重，无疑是块“硬骨头”。陆志宏成了“拼命三
郎”，经常日夜工作、废寝忘食，处理各项村务
经常忙到凌晨，晚上就直接在村委会过夜。

“有时候躺下睡不着，脑子里还想着
白天村里的事务，经常失眠。晚上头痛
了，只能吃安眠药。”7月上旬，陆志宏因
头痛难忍去医院，结果被诊断为神经血管
性头痛，脑部局部发炎。“再不进行治疗，
可能会得脑膜炎！”在医生的建议下，陆志
宏7月14日住院。

7月22日下午，陆志宏从医院直接回
到河东村，进入“防台模式”。看到陆书
记，村委会的工作人员都惊了。“书记，你
怎么来了，不是在住院吗？”“没事，我溜出
来了！”

当天，他在村委会召开防台动员会，
村里临时组建一支18人的防台救援小
组，由村里的义务消防员、村里的志愿者
和村干部组成。

河东村常住人口5000多人，其中80%
是外地人口，有不少是独居和孤寡老人。

村里地势较低，涉及老旧房屋的有
100多户，台风期间需要撤离的就有50
多户，近200人。7月24日一早，陆志宏
和防台救援小组成员兵分两路，挨家挨户
提醒村民，尽早去安置点。其实早在前一

天，他们已经走访了一遍。
在村里的角角落落转了一圈，其间，

陆志宏的手机时常响起。记者翻看了他
的手机，光7月23日一天，他就接听了48
个电话，最早一个电话是4：48打出的。

临近饭点，陆志宏在村委会办公室简
单吃了一顿工作餐，就拿出一包药。“医生
给我配的药，有七八种，一天吃三次。”

在吃饭间隙，时不时有村民跑进来看
他。“书记，你要注意身体啊，这是我自家种的
西瓜，你尝一尝！”“陆书记，这是土鸡蛋，给你
补充补充营养！”

“放心，台风不退，我肯定不会倒下
……”他说笑着，又开始关注防台情况。

记者 薛曹盛 王悦宁
通讯员 沈新娜 文/摄

住院的他，偷偷拔掉针头出院

看到憔悴的书记，村民心疼了

他自愧不是
“合格的爸爸，合格的儿子”

可他却是一名
合格的“守护者”

本报讯（记者 石承承 通讯员 李
爱妮 徐桂凤）时间已是7月24日凌
晨1点，大榭海事处团支部委员尹金成
仍坚守在岗位上。通过“阳光海事，平安
大榭”微信群，他向水上防台相关单位、
码头、船舶传递最新气象动态和预警信
息，通知船方和码头进入二级防台，对辖
区的危险品船舶进行引导避风。

刚过去的这一周，正好轮到尹金
成值班，但在得知今年第6号台风“烟
花”来袭的消息后，他第一时间报名参
加了大榭防台抗台青年突击队，“多一
个人总归是多一份力量”。

眼看“烟花”步步逼近，在海面掀
起滔天巨浪，尹金成心里的弦崩得紧
紧的。值守期间，困得不行就趴下眯
一会儿，然后又会突然醒过来，一遍又
一遍刷新AIS（船舶自动辨别系统）和
视频监控，生怕一条船舶出意外。

“目前大榭沿海的小型船舶基本
已经回港避风，还有很多来自舟山的
渔船，目前港内的船舶总量有100多
艘，30多艘是渔船。”尹金成说。

值守的工作可不只是待在值班室
那么简单，尹金成每天还要去码头现
场巡查。台风雨说来就来，说走就走，
趁着雨歇的间隙，隐隐绰绰的阳光还
要来刷一波存在感。尹金成身上的衣
服常常是湿了又干，干了又湿。

结束巡查回到值班室，尹金成甚
至顾不上换一身衣服，就开始忙着统
计船舶信息，通过VHF14频道和电话
与船长逐一核对防台措施的落实情
况，一遍又一遍叮嘱“一定要注意缆绳
系固，做好船员值班”。

好不容易有片刻的闲暇，尹金成
掏出手机，默默刷起了照片，布满血丝
的眼睛微微有些泛红。掐指一算，他
已经有半个月没见到才7个月的娃了。

“平时多靠父母带娃，我既不是一
个合格的爸爸，也不是一个合格的儿
子。”责任心让尹金成感到内疚，也正
是责任心让他无法放下吃紧的工作，

“从大榭到余姚，单趟要一个半小时车
程，现在台风越来越近，情况瞬息万
变，险情随时可能出现，我还是要坚守
在自己的岗位上。”

本报讯（记者 薛曹盛 王悦宁
通讯员 刘潇 邵含芝）台风“烟花”
来势汹汹，风雨中的邻里守望更是
温暖。鄞州区东柳街道幸福苑社区
是建成于上世纪90年代的老旧小
区，楼道内的基础设施普遍陈旧。
特别是每层楼的窗户，因年久失修，
有些甚至都关不严实了。

7月23日下午，住在幸福苑社区
48弄75号楼道的杨相文偷偷干了件
温暖的小事。他一个人跑上跑下，把
每一层的窗户都进行了修补和加固，

相当于装上了自制的“安全扣”。
“风一大，窗户就嘎吱作响。万

一把窗户打碎了，那就危险了！”当
天吃完中饭，杨师傅就开始张罗了，
花了整整一个下午的时间。

起初，他用的是塑料绳，担心不
够牢固。他特意骑着自行车跑了一
趟宁波三号桥市场，买来了一些铁
丝，给每一扇窗口都做了加固措施。

杨师傅所在的楼道刚好是一梯四
户，总共有7层，每一层都安装了一扇窗
户。一个下午时间，他上上下下爬了上

百级台阶，把每扇窗户都做了加固。
“我是老工人了，没想到退休后

这修修补补的技术还能派上点用
场。”杨师傅的技术活有40多年历
史了。平时，邻居家里需要修修补
补，也经常找杨师傅帮忙。

杨师傅今年68岁，老家在哈尔
滨，儿子在宁波工作。这几年，他时
常来宁波小住，对这座城市印象很
好。“宁波是一座文明城市，邻里关
系很和谐，我住在这里，感觉宁波就
是我的第二故乡了！”

“台风不退，我肯定不会倒下！”
鄞州下应街道河东村党支部书记从病房“溜回”防台一线

“为自己家里做点事，应该的！”
台风天，68岁老人做了这样一件小事

陆志宏（右）挨家挨户提醒相关村民，尽早去安置点。

尹金成在值班岗位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