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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在日常巡逻中，自治
团的成员们经常会遇到需要帮
助的居民，而他们也都及时伸出
了援手。

2020年冬天，社区一位老人
在晒太阳时被一口痰呛到，一口
气没上来，老伴急得手足无措。
正在巡逻的张苗福看到后，立即
用上了在社区学到的心肺复苏
技能，一边还让其他成员帮助打
120急救电话，及时将老人送上
了救护车。由于救助及时，老人
转危为安。

2021年夏天，朱定海在社区
里发现，大太阳下有一名老人一

直坐在露天长椅上。“这么热的
天，正常人谁会晒太阳啊。”他就
上去询问老人，老人却连话也说
不清楚，不知道姓名也不知道住
在哪里。朱定海又陪着老人到
社区，想问问社工认不认识，但
社工们同样觉得眼生。

“幸亏有一名社工提醒我，
说是经常会有其他社区的居民
到我们这里的卫生站来看病。”
朱定海就让老人在社区休息，自
己拍了一张老人的照片到附近
的小区找保安辨认。保安一眼
就认出了老人，并联系了老人的
女儿。第二天，老人的女儿赶到

社区送上水果表示感谢。
今年6月，朱定海还帮助了

一位晕倒的老人，一顿掐人中、
掐虎口的操作后，老人总算缓了
过来。

“我们是老小区，老年人住
得比较多，经常有老年人发生摔
倒、晕倒、找不到家或忘记带钥
匙等突发事件，‘垃圾分类我先
行自治团’发现后，总会仗义出
手相助。”周利丽说，这个“不务
正业”的自治团，让很多居民给
出了满分评价。

记者 林伟
通讯员 庄涵予 文/摄

近日，刚刚入职宁波一家公益机构
的华东师大应届硕士毕业生陈梁莹,在
朋友圈晒出了一条视频，其中写道：“我
的榜样，我的男神，我的老爸，陈纪军同
志！”

这条视频是9月2日陈纪军在余姚
慈善晚会上做公益项目推介时录制
的。55岁的陈纪军是国网余姚供电公
司的一个普通职工，他献血22年，累计
献血73次，总量17400毫升。

“被人帮助不一定快乐，但是如果
发现自己有能力去帮助别人，那他一定
是快乐的。”这是记者采访陈纪军时，他
对自己多年公益活动的一个总结。

最让陈纪军难以忘怀的“助人为乐”
是多年前一个下雪的冬夜。他从梁弄开
车回丈亭父母家的途中，捎上了一对带
着双胞胎孩子，在雪地里艰难行走的陌
生夫妻。谁料，他们和父母都是一个村
的。数年后，他还听母亲说起这对夫妻
依然念叨着他的好，这让他心里特别愉
悦。

2001年，公司号召献血，33岁的陈
纪军毫不犹豫地撸起了袖子，此后一发
不可收拾，每年少则三四次，最多的时候
十多次，被授予“全国无偿献血奉献奖金
奖”，成为余姚为数不多获得该荣誉的志
愿者。

2013年，陈纪军加入了余姚市无
偿献血志愿服务队，两年后担任队长。
为了让更多人参与进来，陈纪军策划组
织了广场无偿献血活动，请来志愿者献
身说法，设计了许多参与感强的环节，
唤醒市民的“善念”，创下了当天180多
人自发献血的纪录。

在陈纪军的带动下，朋友来了，同
事来了，高考结束的女儿也加入了无偿
献血队伍！国网余姚供电公司每年无
偿献血人数都逾百人，先后被评为余姚
和宁波市无偿献血工作先进集体。

除了献血，陈纪军还投身到广泛的
公益活动中。

从2018年起，他牵头组织志愿者
为身处困境的残疾人家庭开展“净居亮
居”行动。了解情况、踩点、丈量、设计、
采购、装修、账目公示，每一步他都做得
很仔细、很透明。5年来，他们为40多
户残疾人美化了家庭。同时，陈纪军还
学习了应急救护，教会村里的志愿者帮
助残疾人、老人应对突发情况。如今，
他又与女儿一起致力于儿童友好社区

“好习惯养成记”的公益项目。
“上班忙工作，下班忙公益”，这已

经成了陈纪军生活的常态。当记者问
他什么时候可以轻松下来，他笑言：“公
益一小时，快乐60分，停不下来了！”

记者 张晓曦 通讯员 孙玉晶 文/摄

9月 9日，海曙区
段塘街道丽景社区居
民周先生给宁波晚报
87777777 新闻热线
打来电话，要表扬社
区的一个社会组织：
“我们楼道旁有一个
垃圾桶归集点，原来
每天都有 40 多个垃
圾桶放在道路两边，
天气一热就散发出阵
阵恶臭。前段时间我
们跟‘垃圾分类我先
行自治团’的成员们
诉苦，没想到才一个
多月工夫，问题就解
决了。”

记者到丽景社区
一打听，得知这个团
队除了垃圾分类的日
常巡逻外，还总是“不
务正业”地一路做好
事。

热心公益的丽景社区“垃圾分类我先行自治团”成员。

2017年，为了能顺利推行垃
圾分类工作，丽景社区在热心居
民和党员中发展了一些志愿者，
不久后成立了“垃圾分类我先行
自治团”。“最开始，自治团的成
员就是分发带有二维码的垃圾
袋，有的居民做得不好，他们会
上门劝导。”丽景社区党总支副
书记周利丽说，平时，这些成员
也会在点位上巡逻，督促居民把
垃圾分类后再投放到不同的垃
圾桶。

直到现在，这个团队仍然坚
持每天在社区各个垃圾投放点
巡逻。因为很多成员都是热心

人，在社区里有着很好的人缘，
居民们有事也乐意和他们说。

“前些天，我们遇到周师傅，他跟
我们说起了南门这个垃圾桶归
集点臭味扰民的事。”自治团成
员朱定海说，其实这个点位大家
都知道，以前巡逻经过的时候也
确实闻到了臭味。

“这次正儿八经地收到了居
民的投诉，我们觉得要重视起
来。”朱定海和成员们立即把事情
反映到了社区，并给出了改造意
见。社区征询过物业和周边居民
意见后，采纳了朱定海的建议。

几天后再次巡逻到这里的

时候，周先生特意跑过来感谢了
他们。

随后，又有居民反映社区里
的大件垃圾投放点因为是半敞
开式，到了最后有些贪图方便的
居民还把生活垃圾也扔在了那
里，夏天经过都要屏住呼吸。自
治团成员张苗福同样到现场进
行了调查和走访，最后给出了自
己的建议：把大件垃圾投放点改
为全封闭式。社区同样采纳了
这个建议。

现在，这个投放点的墙壁上
画满了党建和社区元素的彩绘，
经过的时候也闻不到异味了。

在“男神电工”身上
读懂公益

陈纪军无偿献血22年。

巡逻时听到民意，改造了两个垃圾点1

利用急救知识，救助了很多老年人2

改造垃圾点、救助老人

这支“不务正业”的社区团队
让居民给出满分评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