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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环卫车辆修理一线37载的王理顺、用脚步丈量三江六岸
的葛燕娜，退休18年依然坚守绿色之约的刘安芬……昨日，“一
线建新功·今天我发布”系列专场发布会城乡美容师专场举行，
3位奋战在各自战线的“城乡美容师”，讲述了他们通过辛勤地
劳动，装扮出美丽的城市和乡村的动人故事。

2000年，刘建丽从社区卫生院辞
去工作，入职海曙区三市养怡院。当
年，从事养老可不算吃香的工作，虽然
院里的老人需要她，可她连跟自己父
母坦白的勇气都没有。

以前，人们总是把照顾老人的工作
和累活、脏活联系在一起。2006年，刘
建丽成为了广安养怡院副院长，着手做
的第一件事就是要让那些外地、农村来
的大龄养老护理员接受培训和考试，走
专业化道路。可想而知，推进此事阻力
重重，但她却迎难而上，因为她要让老

人们得到更专业的护理，也要让从业者
得到全社会的认可。如今，身为广安养
怡院院长的刘建丽搭建起了一支非常
专业的护理队伍，所有在岗人员全部持
有养老护理员国家级职业资格证，更令
人欣喜的是越来越多90后养老护理员
也加入其中。

“养老问题是人民群众关心的基本
生活需求。为老人们提供多层次、高品
质、专业化的养老服务，让他们真正享
有幸福晚年，更是我们从业者义不容辞
的职责使命。”刘建丽说。记者 林微微

清洁的街道、璀璨的夜景、越来越美的乡村……

“城乡美容师”扮靓美丽家园
甘做居民解忧人
这些社区工作者说“服务是最好的治理”

奉化区大堰镇箭岭村的刘安
芬，是一位过七旬的退休乡村教
师。2013年，她看见一篇文章详
细介绍了如何在家利用厨余垃圾
制作酵素以及酵素的各种用处，于
是自己立马开始试验。在认识到
酵素的各种好处后，她开始到处宣
传推广。

2017年，刘安芬参加了在上海
举办的国际酵博会，回到村里后，刘
安芬在村委会的支持下，成立了由
50多位老人组成的志愿者团队，越

来愈多人开始参与到这项活动中。
多年来，刘安芬捐钱出力，成立

志愿者协会、清理村内垃圾、普及垃
圾分类、制作环保酵素、进行农业堆
肥、发展酵素农业，将家乡箭岭村打
造成浙江省第一个“零污染村”。

“现在，我们大堰镇已经有12
个村子开展了环保集市。我们箭岭
村生活垃圾减量90%以上，厨余垃
圾资源化利用率达100%。”刘安芬
在发布会现场跟大家分享着自己的
喜悦。 记者 边城雨

13000多个日子，修理上万辆
环卫车辆，在车间挥洒汗水书写无
悔青春。海曙区环境卫生服务中心
车队修理车间主任王理顺，是一位
扎根环卫一线37年的老师傅，被亲
切地称为“环卫队的老黄牛”。

1985年，刚毕业的王理顺，连
螺丝刀都分不清楚，但他边干边学，
一方面利用业余时间翻看大量的维
修书籍，并在实践中不断摸索，另一
方面向厂方技术人员请教细节、难
点，对于故障产生部位、主要症状和
修理方案逐一记录。

多年来，王理顺掌握了一套
“望、听、闻、摸”的“四字诀”。为了
把自己的技能传承下去，王理顺开
始带徒弟，手把手地教，不厌其烦地
讲，2018年以王理顺名字命名的

“王理顺工作室”还被评为海曙区劳
模工匠创新室。

2021 年开始，我市全面打造
“最干净城市”，大力推广机器换人
和人机结合作业模式。随着环卫工
作机械化、精细化的不断加强，去年
我市中心城区近77%街道达到了干
净等级。

每次晚上经过三江口，很多人
都会惊叹阿拉宁波美丽的夜色。来
自宁波市综合行政执法局市政设施
中心的葛燕娜就是宁波城市灯光场
景管理团队的成员之一，也是三江
口核心区璀璨夜景的幕后筹划者之
一。2015年，宁波开启了夜景美化
一期工程，三江六岸的璀璨夜景就
此而来。那一年，他们团队为了从
整个市区选出适合亮灯的大楼，找
到最佳布置灯光的建筑位置，她和

同事们用脚丈量宁波的三江六岸。
2021年，为了给党的百年诞辰

献上最诚挚的祝福，他们团队提早
一年开始酝酿，在黑夜、凌晨、节假
日全时段守候，工地现场、总控中
心、三江六岸沿线全方位调试调
控。“永远跟党走”主题灯光秀登上
央视《新闻联播》《东方时空》。“三江
六岸”夜景也成为向外界展示宁波
形象的重要窗口，成为宁波人民引
以为傲的名片。

乡村变美的“魔术师”

璀璨夜景的“操盘手”

街道清洁的“老黄牛”

春有信，花不误。在生机盎然的樱花公园里，“一线建新功·今
天我发布”的专场发布会迎来了3位社区工作者。在社区这个城市
的微小网格中，他们就是那一条条网格线，串联起居民与党和政府
的联系、延伸服务人民群众的“最后一米”。

能参加发布会，钱慧波显得格外
激动。这位干练的80后，是鄞州区东
胜街道樱花社区党委书记。2006年，
她作为大学生村官被选派到基层工
作，社区老前辈带着她走街串巷，事无
巨细地将点滴经验传授给她。

“我边走边看，边学边记，笔记本
就是我的宝典，里头都是宝贝，记满了
居民的基本信息、家庭情况和生活需
求。”钱慧波说。

一本本笔记本，陪她辗转走过了4
个社区、16个春秋。如今随着国家治理

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的不断提
高，小小的笔记本也迭代成了社区工作
者的数字掌中宝——基层治理平台。

十几年来，从“走亲式”的入户走
访到“零距离”的指尖服务，无论是笔
记本还是现在的数字掌中宝，拉近的
都是钱慧波和居民之间的距离。

钱慧波告诉记者：“不管工作方式
如何变化，治理手段如何迭代，我们走
出去、沉下心、快办理、勤回访的工作
理念和用真心换真情的服务态度始终
如一。”

江北区云水湾小区的物业经理应
俊辉入行快20年了，服务超过了5000
户家庭。以前应俊辉办公室的门口挂
着的是“物业管理中心”，如今都换成了

“物业服务中心”。从“管理”变成了“服
务”，一个词的变化有了本质的区别。

云水湾是拆迁安置小区，独居老人
很多。物业服务就有个不成文的规定，
每天巡楼时就要敲开独居老人的门，

“叔叔，今天阳光蛮好，被子帮你晒晒！”
“阿姨，垃圾有吗？我帮你带下去！”几
个简单的举动，既联络了居民感情，又
确保了老人安全。一来二去，业主给他
们送来的锦旗越来越多，云水湾的物业
服务还上榜了市里评选的“红榜”。

2021年，应俊辉找到社区商量，
想要用党建这枚绣花针，穿起业主服
务的千条线。不久，云水湾物业服务
中心成立了物业支部，这也是宁波市
为数不多的独立物业支部。有了“红
色物业支部”后，小区里有了难点问
题，社区、物业、业主共同形成合力，一
起协商，克服解决。

应俊辉说：“物业从无到有，再到
变成社区服务居民功能下沉的最后一
米，这么多年来不仅是物业服务在变
化，业主与我们的关系也在变化。以
前是千条线，现在我们和业主拧成了
一股绳。有了合力，还怕化不开那些
问题的冰山么？”

从千条线到一股绳

从民情笔记本到数字掌中宝

从社区医生到专业养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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