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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今天在县中心幼儿园汇报年度工
作，明天先到贵阳，晚上就可以到宁波
了。想着能见到宁波的亲人，很激动！”1
月16日下午，身在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
自治州从江县的潘桃香正忙着出行前的
准备。她将作为从江县村民代表来到宁
波，参加由宁波市江北区壹行人公益发起
的慈善盛典。

“我和宁波的缘分不仅仅是从‘宁波桥’
开始的，我还是宁波人‘养’大的孩子。”讲起
与宁波的缘分，潘桃香颇有感触。2006年，
宁波举办“甬黔携手·万人助学”活动，潘桃香
就是其中的一名受助者。“读小学的时候家里
特别苦，就想辍学外出打工，是宁波的一位姐
姐资助了我，让我可以完成学业。如果没有
宁波爱心人士的帮助，我可能跟同龄的姐妹
们一样，正在外面辛苦打工挣钱养孩子。”回
想当年，潘桃香无比庆幸。从小学开始到毕
业，她一直在宁波人的呵护下长大。

“2017年我从学前教育专业毕业后，回
到大山，成为一名幼儿教师。但我和宁波的
缘分还在继续，这些年，我们幼儿园年年都
会收到来自宁波的爱心包裹，从围巾、袜子
到羽绒服、鞋子，孩子们一直在爱心和呵护
中长大，‘宁波’应该是除了家乡，他们最熟
悉的名字。”潘桃香说。

她还表示，在自己的工作和生活中，“宁
波”一直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加榜乡的‘宁
波桥’，我因为工作走过很多次，孩子上学、
我们上班、村民往来都特别方便。每次从桥
上经过，心里都感觉暖暖的！”潘桃香透露，
她这次还准备了锦旗，打算送给宁波市壹行
人公益机构和高新区实验幼儿园，感谢他们
的关心和帮助。

“明天，被宁波人呵护长大的女孩要去
宁波啦！很期待，又紧张！”潘桃香说。

记者 薜曹盛 张海玉

昨天下午，在海曙区鼓楼街道中山社
区尚书小区二楼平台，81岁的江靖娥在女
儿陪伴下，从业委会工作人员手中接过了
两张超市卡。当日，小区业委会给230户
居民每户发放了200元超市卡。这也是该
小区连续第17年发放年终福利。

“我们住的是自治无物业小区，居民不
但不需要交物业费，逢年过节还有红包领，
真是幸福感满满。”江靖娥说。

江靖娥是 4 年前买下的这套房子。
在她看来，尚书小区虽然旧了些，但紧挨繁
华的鼓楼沿，闹中取静，买菜购物非常方
便，二楼平台上还有鲜花绽放。让她没想
到的是，买下房子后每年春节前，她都会收
到业委会的领红包通知。

“福利还不止这些，每年中秋、端午等
节日，业委会也会发100元的小福利。我
交了一年80元的清卫费后，业委会竟给了
我一张100元的超市卡。”也就是说，两相
折抵后，江靖娥还“赚”了20元。

已在小区住了20多年的徐霞斐和王
美凤补充道：“我们从2008年就开始领这
笔年终福利了，开始是每户 100 元，从
2021年起涨到了200元。”80岁的徐霞斐
说，小区业委会做得非常好，居民们也都热
情友善，邻里之间非常和谐。

昨天，在这个平台上，中山社区新时代
文明实践站和尚书小区自治站还联合举办
了“饺子香飘志愿家，送福传情暖万家”活
动，请来小区的志愿者和老人，一起写福
字、写春联、吃饺子。

尚书小区业委会主任曹天福告诉记
者，小区2000年开始入住居民，从2005年
起进入自治模式。2007年，业委会利用空
闲场地建了一个停车场，每年的承包费用
贴补小区各项经费，“向居民发放的福利小
红包，同样来自这笔钱。”

2018年，曹天福还用这笔经费干了一
件大事。

由于该小区一、二层是商业用房，小区
住宅相当于建在一个大平台上。230户居
民回趟家，得先爬户外楼梯，才能走到大平
台。但这些户外楼梯都是盘旋斜梯，共分
四段，老年人走得慢，上楼一次得花将近
10分钟。2018年，曹天福和同伴们决定加
装电梯。除了政府补贴，居民还需要出资
15万元，全部由业委会承担。现在，每户
居民每两年交100元的电费和维修费，就
能乘坐这部电梯了。

小区有经费，但日常开支也挺大的。
保安和保洁员的工资、管道维修、视频安
装、电梯维保费……尽管如此，曹天福还是
精打细算地为居民们节约了不少经费。

记者 林伟 通讯员 唐悦旻

不用交物业费
还能发超市卡
这个无物业小区也发福利了

距离捐建“宁波桥”已经 10年了，
这两天本报开通热线，诚邀当年的爱心
人士，一起讲讲那个温暖的故事。

“当年报道‘宁波桥’通车的报纸，
我一直珍藏着呢！”1月16日下午，记者
接到宁波老人王幼雯的电话，她有些激
动，“我一直想去一趟贵州，看看阿拉
宁波人捐建的‘宁波桥’现在怎么样
了，那里的孩子都好吗？”

王幼雯今年78岁，是2014年参与捐建
“宁波桥”的爱心人士之一。

她也是本报热心读者，每天雷打不动要
读书看报。以前看《东南商报》，现在看《宁波
晚报》。当年捐建“宁波桥”的消息，她就是从
报纸上得知的。

“贵州从江县加榜乡的这些孩子太不容
易了，上学竟然要蹚水过河，看着那张照片都
让人心疼。”2014年8月，在《东南商报》上读
到这篇新闻时，王幼雯已经退休了，就想着力
所能及帮帮这群孩子。她捐了1000元，算是
一份小小心意。那段时间，她每天都会翻看
报纸，了解捐款的进度。

“真没想到，7天里就捐款了70多万元。”
老人说，建设这座桥只用了4个多月时间，那
份报道“宁波桥”通车的报纸，她特意留了下
来，这些年一直珍藏着。

老人珍藏的那份报纸就是2015年1月
19日的《东南商报》，头版头条刊登了《宁波桥
通车啦》的报道。报道中说，苗寨的男子吹起
芦笙，妇女和孩子穿上了艳丽的民族服饰，如
同过年一般。大幅照片里，孩子们的笑容如
此灿烂，他们终于告别蹚水过河的日子了。

“一直惦记着那里的孩子，想去贵州看
看！”前阵子，王幼雯还无意间和朋友提及，有
机会想去贵州走一走。

这几天，我们陆续听到很多亲历者讲述
“宁波桥”的故事。当年有人拿出钱，匆匆转
身离开，说什么都不愿留下姓名。当年有位
老人找到报社，摸出有零有整的300元现金，
一定要交给记者。当年有一个老先生被记者
称为“兜底先生”，他说：“如果捐款不够，我愿
意把剩余部分补足，确保‘宁波桥’能造起来。”

76岁的朱成康昨天打进热线，他是小港街
道衙前村人，当年捐了3300元，刚好是他两个
月的退休金，“孩子们太苦了，我们都应该出一
份力！”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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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桃香潘桃香（（左左））和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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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们领到了超市卡。记者 刘波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