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都市圈

A092023年10月26日 星期四 责编/胡晓新 朱忠诚 审读/刘云祥 美编/曹优静 照排/张婧

“老吴帮邻工作坊”成立3年，三
位老伙计每天都准时在这里“上班”，
每天上岗四五个小时。吴苗旺以前
做过电工，主要维修小家电；叶永康
今年80岁，擅长修雨伞；74岁的陈益
标主要做木工活。如今，工作坊又增
加了两位老伙计，业务能力更强了。

其中一人是吴鹏来，今年72岁，
也是个木匠；另一人是孙德璇，今年
72岁，8月初刚加入“工作坊”，现在
主要负责社区楼道的维修。“其实我

和老吴几个都认识，有时候没事干，
就经常去他们那里坐一坐。看着他
们每天忙忙碌碌很充实，我就加入
进来，一起搭把手。”孙德璇加入“工
作坊”以后，9月底开始就揽下了一
项任务——社区楼道灯维修，一个
月时间已经维修了近30盏灯：“基本
上当天报修当天就能修好！”

“我们身边的好人上央视了，看
到新闻我们都很激动。这3年，老吴
他们不知道帮了我们多少忙，老年

居民都很感谢他们。”居民范雪娇激
动地说。

“从一个人带动一群人，‘老吴
帮邻工作坊’面积不大，却是个温暖
的地方，实实在在帮助了老旧小区
的居民。”潜龙社区党委书记水洪告
诉记者，社区为工作坊配备了新工
具，接下来将借助社区党建联建平
台，把“邻里工作坊”品牌做大做强，
服务更多居民。 记者 薛曹盛

通讯员 倪馨怡 俞之鹤 文/摄

本报关注的
“全能男团”登上央视！
如今工作坊的“生意”越来越好
有人甚至从奉化慕名而来

今年重阳节，央视
“东方时空”报道了位
于鄞州区百丈街道潜龙
社区“老吴帮邻工作
坊”的故事，这个藏在
老旧社区的“全能男
团”藏不住了。

早在今年 7 月 13
日，宁波晚报微信公众
号就刊发了《232 岁！
谢谢，三位“中国好大
爷”！》一文，被新华每
日电讯转载报道，暖哭
了全国网友。这三位
“中国好大爷”就是位
于潜龙社区“老吴帮邻
工作坊”的三位老师
傅。

10 月 25 日中午，
记者在社区再次见到了
他们。自从宁波晚报报
道了工作坊的故事后，
今年夏天开始，他们的
“生意”越来越好，每天
都有拎着小家电慕名而
来的市民。

78岁的吴苗旺，是“老吴帮邻工
作坊”的发起人。“这两天，好多人说
在电视上看到我们了，都成大红人
了，其实我们就是做点力所能及的
事。”吴苗旺说，自从今年夏天，《宁
波晚报》和《宁波老年》陆续报道了
他们的故事后，工作坊的“生意”越
来越好。“基本上每天都有一两笔生
意，忙的时候更多了，每天停不下
来！”虽然忙得不可开交，但言语之
间，老吴颇有点自豪。

不光工作坊的业务量多了，他
们的辐射氛围也更广了。以前来维

修小家电的大多是潜龙社区或周边
社区的居民，经本报报道后，很多人
拿着报纸慕名找上门，甚至有人从
江北孔浦、鄞州邱隘一带找上门，最
远的从奉化开车过来。“有些小家电
本身不值钱，但对他们来说很有意
义，就拿来让我们修一修。”

老吴说，就在昨天，他接到了一
笔“遥远”的订单：一位姓周的女士
换乘了两趟公交车，特意从江北洪
塘街道赶到潜龙社区，一路上问了
好几个人才找到了他们。“原来她是
在央视上看到了我们的报道，就拿

着一个小电扇来碰碰运气。”
一个随身小电扇为何要大费周

章来维修？闲聊中，老吴才知道，这
是女儿送给她的随身小电扇，方便
携带，用了好几年，虽然坏了却一直
不舍得丢，看到新闻，马上就赶来
了。

前几天，有个奉化小伙特意开
车过来找到他们，只是为了修一把
折叠伞。

这些，对“全能男团”来说，就是
一份沉甸甸的信任。一句“谢谢”，
他们就心满意足了。

一句“谢谢”，他们就心满意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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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癌老人情绪低落
社工助其走出困境

10月24日，海曙区鼓楼街道
举行了“培你成长，聚力前行”社工
及社会组织骨干成长项目优秀案
例评选活动。在这个评选中，记者
听到了很多社工帮助居民的暖心
故事，也看到了一名优秀社工的炼
成。

今年 70岁的朱阿姨肺癌晚
期，同时还患有高血压等常见慢性
病。治疗期间，儿子因为变卖住房
筹集医疗费而离婚，朱阿姨内心非
常自责。同时因儿子不在身边，就
医也遇到不少困难，渐渐地与邻居
交流也变少了，整日郁郁寡欢。

鼓楼街道孝闻社区社工谢东
科闻讯，决定帮助其走出困境。他
通过日常走访，非常自然地与朱阿
姨进行交流，并表达了对朱阿姨的
关心。几次潜移默化下，使得朱阿
姨接纳了社区的帮助。以后，小谢
时不时会陪朱阿姨聊天，通过“话
疗”，帮助她治疗心理上的一些问
题。

同时，小谢帮助朱阿姨学习网
上挂号系统的使用，从微信关注

“健康宁波”、注册绑定医保卡，再
到查找医生预约挂号、手机支付信
息费，一步步耐心指导，并将操作
步骤写在纸上，帮助朱阿姨记忆。
小谢还留下了自己的号码，让朱阿
姨遇到问题随时打电话咨询。

其间，小谢也会教她一些手机
的其他功能。几次下来，朱阿姨已
经能熟练地操作微信、挂号系统以
及打车软件了，有时候还会向老邻
居炫耀一番。

此外，根据朱阿姨提供的号
码，小谢打电话告诉儿子其母亲的
近况以及对他的念叨。没多久，小
谢在和朱阿姨聊天过程中，她无意
中说起：“儿子昨天又来电话了，说
周末过来，我还得给他买菜做饭。”
说得好像很无奈，脸上却尽是笑
容。

小谢还会及时把一些政策措
施告诉朱阿姨，并带着她办理；社
区定期组织的健康讲座也都每次
通知到朱阿姨，让她过来听讲，既
增长健康知识，又能接触认识更多
的老年朋友。

经过多次交流，曾经不与人多
言、鲜有笑容的朱阿姨，仿佛变了
个人：身体状况渐佳，不但学会了
自助，还开始帮助他人，宽慰开导
起医院其他患者，成了医生和护士
口中病人学习的榜样。

“通过举办这次活动，社工服
务社区居民、开展基层治理、解决
社会问题、链接社会资源的能力和
专业素养得到进一步提升。”鼓楼
街道社会工作站站长张春玲说：

“接下来，我们将以此为契机，充分
发挥‘五社联动’工作机制，为居民
群众提供更加多样化、精细化、专
业化的服务，建设社会治理共同
体，推动达成美好社区愿景。”

记者 林伟 通讯员 唐悦旻

孙 德 璇 在
维修楼道灯。

忙碌的“老吴帮邻工作坊”。

“老吴帮邻工作坊”成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