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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品滨江湾小区的垃圾投放点位于地下车
库，垃圾桶从最初的14个减少到4个。去年撤
桶并点后，地下车库随处可见垃圾包。那段时
间，小区垃圾分类情况堪忧。汤师傅和党员志
愿者每天定时巡逻，一个个劝说。

“我们地下车库有11000多平方米，34个单
元楼道，老汤每天起码要巡逻三四趟。每次都要
去每个楼道检查，看到垃圾包就捡起来，看到有
人乱丢就上前劝说。”汤师傅的坚持，小区业委会
主任陈先生都看在眼里。“有时候我劝老人注意
身体，但他一定要把小区的垃圾分类搞好。”

有段时间，一业主经常将垃圾包丢进电梯，
物业几次上门却闭门不开，老汤主动上门沟
通。“我大概上门了四五趟，一开始她不开门，我
就隔着门给她讲道理，电梯里的垃圾我也帮她

去丢。连续捡了三四次，她就不好意思再扔
了。”碰上这样的“钉子户”，汤师傅都是一盯到
底，天天上门检查。“他们烦我恼我没关系，只要
不再乱丢垃圾就好！”

去年夏天，小区检查楼道杂物堆放，一户独
居老人总喜欢将废弃纸箱放在楼道，谁劝都不
管用。汤师傅就每天上门整理，一个多星期后，
老人终于被感化了。

“以前，我们经常接到居民投诉，说汤师傅
‘多管闲事’，原来是他真的把小区的大小事都
当成了自己的分内事。”江丰社区党支部书记陈
霞说，汤师傅做工作很有一套，总是笑脸相迎，
从不红脸。“有些投诉他的人成了志愿者，加入
了他的行列，大家都深深被他的坚持打动了。”

记者 薛曹盛 通讯员 李雨洁 文/摄

事事上心，他经常被居民投诉“多管闲事”

新年刚过，不少孩子都收获了压岁钱，有
的一次就能收入数千甚至上万元。压岁钱怎
么花？如何引导孩子树立正确的金钱观、消
费观？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家长无奈又担心

现在不少孩子都拥有自己的手机，也有
了网络支付手段，因此很多人会在网上购买
玩具。

王先生是一名80后，他的儿子今年上小
学5年级。他坦言，现在孩子的消费观和自
己小时候相差很大。“我们小时候的玩具只有
几毛钱，最高级的变形金刚也就100多元，而
现在孩子的玩具动辄上千元，情况完全不一
样了。”王先生的语气中透露出一点无奈。

相比男孩子喜欢的奥特曼玩具和卡片，
女孩子们则更喜欢各种起泡胶和彩色泥，这
些玩具价格也不便宜。张女士的女儿最近就
沉迷于这种起泡胶。“寒假期间，几乎每天都
能收到快递，基本上都是各种起泡胶。”张女
士告诉记者，由于过年孩子收到了不少压岁
钱，购买的力度就大了起来。她说：“我估计
这个寒假起码花了1000元在这上面，孩子大
了，我们也不好说什么。”但是，张女士心里还
是有点担心孩子乱花钱。

盲盒消费引发关注

相比于这些单一的高价玩具，还有一种
盲盒消费更容易让孩子沉迷。盲盒虽然单个
价格不高，但由于要抽中限量款或者隐藏款，
往往需要多次购买，总体消费就高得多了。

为此，宁波市消保委还发出了盲盒消费
的警示，建议家长在孩子出现盲盒购买冲动
初期就要做好引导和教育，必要时和学校及
老师取得联系，培养孩子正确的社交理念和
荣辱意识；学校也要重视校园出现的各种限
量版概率型商品攀比，和家长紧密合作给盲
盒热降温，避免孩子滋生赌博心态，影响青少
年心理健康。

针对这种情况，近期镇海区市场监管局
还在全区范围内，开展了校园周边玩具文具
明码标价专项检查。

教育专家：要正确引导

怎样培养孩子合理的消费观？宁波市中
小学成长指导中心“甬老师”、江北外国语学
校教师陈路建议家长从以下四方面入手：

1.树立正确金钱观念。利用“零花钱自
主管理”培养孩子的理财观。我们可以这样
做：按照约定好的时间和数量，给零花钱，鼓
励孩子学会存钱。

2.培养理财能力。利用假期“制造多种
环境”，让孩子感受金钱与消费。与孩子一起
制定“压岁钱计划”并监督实施，家长充当“咨
询顾问”。

3.引导合理消费。满足孩子合理的需
求，不压制也不过度。多与孩子探讨，及时关
注孩子在金钱观、消费观上的想法，及时、适
当地引导。

4.充盈精神世界。多带孩子体验生活，
充盈精神世界；接纳孩子，注重孩子自信培
养；对孩子的奖励重精神轻物质。与孩子约
定：当孩子表现优异或按要求完成预期目标
时再给予奖励。

记者 毛雷君
通讯员 汪皛 邵少杰 王娜

动辄花千元压岁钱买玩具
专家：要培养孩子合理的消费观

不少投诉他的人后来成了他的“粉丝”

这位七旬老人带动了300余位志愿者

镇海疫情发生后，江丰社区有4个点位需
要“守小门”，其余点位都是两名志愿者轮流上
岗，但汤师傅却坚持一人“顶岗”。

“年轻人都要上班，平时挺忙。我退休了没事
干，一个人就够了！”他主动报名参加，每天第一个
到社区，最后一个离开，已经坚持了两个多月了。

虽然只是扫码测温这样的小事，但汤师傅
却做得一丝不苟，碰上不戴口罩的居民，他绝对
不会放行。其实，汤师傅做得远不止这些。从
垃圾分类到环境整治，从“守小门”到日常巡逻，

哪里需要他，哪里就有他的身影，是不折不扣的
“编外社工”。

妻子张静芬早就习惯了他的早出晚归，默
默揽下了所有的家务事。“他每天都有干不完的
事，社区的大小事他都很上心，真的是全年无
休，我早就习惯了！”

其实汤师傅的身体并不好，10年前曾一年
开刀5次，多次住院，但他却一直热衷公益。十
几年前，夫妻俩都成了遗体捐献志愿者，还发动
身边的亲朋好友加入。

每天早出晚归，他是不折不扣的“编外社工”

江丰社区是2018年 12月刚成立的新社
区，汤师傅是最早加入的一批社区志愿者，当时
志愿者只有21名。

“当时汤师傅到社区报到，说自己已经退
休，有很多空余时间，有需要可以随时找他！”让
社工没想到的是，2019年，汤师傅正在装修房
子，尚未入住。即便如此，他每次来小区都会做
点力所能及的事。

装修时，汤师傅注意到门前的窨井里蚊蝇
很多，居民怨声载道。他在巡逻时无意间看到
附近有废弃的大理石，他就搬来堵住窨井盖。
堵完自家门口还不够，他骑着三轮车，搬来12
块大理石，把小区里的一排窨井盖都堵上了。

没想到，搬完大理石不久，汤师傅就住院
了，连手都抬不起来，在医院躺了3个多月。出

院后，他却还惦记着小区的事，特意找到物业公
司，让他们对窨井盖做封闭式处理。

从垃圾分类到日常巡逻，从防疫到防诈宣传，
汤师傅“身兼数职”，不会落下任何一场志愿服务
活动。在他的带动下，社区成立了一支“二月兰”
志愿服务队，现在已有300多名志愿者，其中有
101名常驻志愿者，都和他一样“随叫随到”。

“这两年，我们社区志愿者越来越多了。
每次做志愿服务，老汤都会叫我们一起加入。
看他每天笑呵呵的，我们都被感染了！”陈阿姨
本来是帮忙带孙子的，孙子上学后有空闲时间
了，她就报名参加了志愿者。刚搬来不久的张
阿姨和邻居不太熟悉，但对汤师傅却印象深
刻。在他的带动下，现在张阿姨成了一名文化
志愿者。

从21人到300多人，他用自己的坚持带动了一群人

“汤师傅，你怎么还在守门啊?”“反正没事干，我每天到社区‘上班’！”昨天上
午，在鄞州区东郊街道江丰社区党群服务中心门口，面对居民的不解，汤全芦总是一
笑而过。自去年12月6日镇海疫情发生以后，这位73岁的老人在社区“守小门”已
两个多月。从疫情防控到垃圾分类，从日常巡逻到环境卫生，老人曾因“多管闲事”
被居民投诉，但他的执着，却带动了300余位志愿者。

汤全芦在小区停车场捡垃圾汤全芦在小区停车场捡垃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