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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1月，省建设厅印发了《关于公
布2023年度省级“红色物业”项目的通
知》，万物云旗下万科物业在宁波的3个
小区上榜，分别是鄞州区的格美华庭小
区（上海万科物业服务有限公司）、高新
区的东晟府（宁波万科物业服务有限公
司）和镇海区的宁波万科城小区（宁波
市镇海万科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住宅小区是居民共同的温馨家园，为
了让小区“活”起来，民心“暖”起来，万科物
业以“红色物业”为引领，从居民的需求出
发，提升服务质量，当好居民的“贴心管家”。

近日，在红色物业的引领下，高新区
聚贤街道菁华社区举行了一场为甘肃地
震灾区捐物的公益活动。活动的发起者
是万科物业东晟府小区物业经理陈庆
生。原来，陈庆生在短视频平台看到了他
当兵时的战友、现在的蓝天救援队队员发
布的救灾现场短视频。“战友告诉我，灾区
条件正处于重建阶段，物资紧缺，于是在
想能为灾区群众做些什么……”陈庆生将
自己的想法告诉给了东晟府业委会，于是
业委会、社区、物业三方联合，发起一场
爱心捐物活动。居民们一呼百应，衣物、

书籍、米面粮油等物资从四面八方汇聚
而来，还有一位居民直接捐出了1吨五常
大米给受灾群众。

鄞州区格美华庭小区，在倾力打造
的“红色物业”引擎引领下，围绕民生

“小事”，不断提升着居民的幸福感。格
美华庭小区原销售中心场地一直空置，
如何更好地让这块场地为民所用、改造
中该植入哪些功能？万科格美华庭物
业项目部广泛听取了民众的需求和建
议。如今，改造后的售楼处，不仅拥有
了健身房、瑜伽室、儿童乐园等，明亮宽

敞的大堂还改成了社区图书馆。
小区的居住安全，是居民们最为关心

的。在宁波万科城小区，以小区为单位，
依托党建引领下的“红管家”物业联盟，组
建由社区党组织、业委会、物业、楼道组
长、业主代表以及公安民警、综合执法等
职能部门组成的“红管家”物业联盟，制定
协商议事流程，每月定期组织由业委会、
社区及执法部门共同参与的月度联席会
议，及时解决社区治理中的复杂疑难问
题，共同守护温暖幸福的“小家”。

记者 周科娜 通讯员 方奕淅

这三个小区上榜“红色物业”项目！
揭秘上榜背后的“幸福密码”

“我是来捐款的。”
“阿姨，您又来了啊！”
在北仑区大碶街道学苑社区，这样的

对话已经发生了两次。去年10月20日，
徐阿姨第一次捐款2000元，未留姓名转
身便离开。同年 12月 22日，她又捐出
2000元。一个多月后，就在前几天，当她
第三次来捐款时，社区党委书记胡碧慧既
意外又感动。

“能不能不写我全名，也不要拍我正
脸？”1月29日，在获得肯定的回复后，徐阿
姨才肯接受采访。徐阿姨今年不到60岁，
早些年定居北仑。谈及捐款初衷，她说“国
家政策好，生活有保障，也经常会遇到好
人，因此当自己攒了一点钱后，也想帮帮别
人。”

徐阿姨是一个记恩、感恩的人。她说
自己小时候曾在放学路上不慎被车撞倒，
是陌生人救了她，她说以前家里很穷，只
有一床被子。

儿时遭遇过苦难，长大后生活安稳了
许多，在车间当过缝纫工，也在办公室待
过，虽然钱赚得不多，但吃喝不愁，对此她
已知足。刚参加工作那会儿，工厂发起爱
心捐款，为洪涝灾区献爱心，因为捐了20
元，她和厂长在捐款名单里并列第一。

而近一年来的连续捐款，要从去年七
八月份说起。徐阿姨回了一趟老家，家里
漏水，束手无措时是社区帮忙解决了难
题。那一次之后，她将1000元捐款送到
了当地社区，“我平时喜欢看新闻，当时好
像是哪个地方发洪水，我就想着捐点钱，
能帮一点是一点。”

回到北仑后，捐款行为“一发不可收
拾”。“我发现捐款好像会上瘾的，10月份
在我们学苑社区捐过之后，我也没想到自
己之后还会来。”

而触动她频频捐款的是一条条新
闻。甘肃地震了，她想出一份力，于是在
去年12月拿出2000元。今年1月，云南
山体滑坡、新疆地震，她便又来了。

要知道，她的退休金每月也不过
2000多元，也就是说每次捐款，几乎是把
当月的生活费全部取出。采访过程中，徐
阿姨全程戴着口罩，看不到神情，但每每
提到“帮助别人”，眼眸里总会闪过光芒。

记者事后了解到，由于她不愿对外透
露姓名，北仑区慈善总会为其开具的3张
捐赠发票，以匿名形式操作，“交款人”一
栏处填写的是“学苑社区爱心人士”。

记者 陈烨 通讯员 李松挺

今年69岁的胡鲁萍和76
岁的杨昔娥坐在一起，好像有
说不完的话。“她是我的邻居，
也是我的救命恩人，还救了我
两次。”胡鲁萍指着杨昔娥动情
地说，她们是 40多年的老邻
居，面临离别真的很舍不得。
52岁那年，胡鲁萍突然扶着墙
走进了杨昔娥家里。“她进来就
说很难受，脸色也越来越难
看。”杨昔娥说，那天她女婿正
好也在家，两人就把胡鲁萍扶
到房子外面坐好。“外面空气流
通，而且也方便找人救助。”杨
昔娥又赶紧让女婿去找人帮
忙，自己看护着胡鲁萍。没多
久，女婿招来一辆三轮车，杨昔
娥和女婿以及另外一名邻居一
起把胡鲁萍送到了大路边。胡
鲁萍的外甥开车过来，把她送
去了医院。“在路上，我外甥问
我家里的电话，我也已经怎么
也背不出来了。”说到这里，胡
鲁萍还止不住有些后怕。第二
次是在胡鲁萍60岁那年。杨
昔娥从村里的会计室出来，正
好看到了胡鲁萍走过来，眼神
散乱，话也说不出来。这次杨
昔娥有经验了，知道是胡鲁萍
的心脏病又犯了，赶紧把她扶
到附近的保健室，一边打急救
电话，一边挖开胡鲁萍的嘴巴
把救心丸硬塞了进去。“邻居们
对我都很好，我都不知道怎么
感谢，现在却要分开了。”胡鲁
萍的脚有残疾，有一名邻居经
常来帮她洗脚、剪趾甲，夏天的
时候还会帮她刮痧。“我们都加
好微信了，以后一定要多多走
动，经常聚聚聊聊自己的生活
和家庭。”

记者 林伟 通讯员 夏晶
车红日 何春芬

再见，邻居！
这个自然村的最后一届村晚
热闹又伤感

1月28日晚上，海曙区石碶街道车何渡村车何自然村的文
化礼堂热闹非凡，第七届车何渡村村晚在这里举行。但很多村
民在观看演出的时候，交谈的内容大都是拆迁、买房和告别。
当村晚落幕的时候，背景大屏幕突然打出了“再见，邻居”四个
大字，现场气氛变得更伤感了。

2015年年初，车何渡村举办了首届村晚，此后又连续举办
了 5届。虽然节目乡土气息浓重，却一直很受村民喜爱。当
天，因疫情停摆三年的村晚“回来”了，但车何渡村下辖的车何
自然村村民由于拆迁却要“离开”了。对他们来说，今年可能是
他们聚在一起的最后一个村晚。

4个月捐款3次
她又双叒来了！

叶惠云、梁珍娟、裴连芬都是
村里的外来媳妇，今年都已经将近
70岁了。3人不但是邻居，还是村
里的文艺骨干，当天晚上也都是节
目《扇子舞》的演员。“我们和另外
两个邻居陈和平、陈兰英关系非常
要好，可以说比亲姐妹还好呢。”裴
连芬说。在村里拆迁启动后，5名
亲如姐妹的老闺蜜决定把房子买
在一起。“当时村里有人到奉化溪
口的上白村去看了新房，我们知道
后也相约一起去看了。”裴连芬说，
这一看就喜欢上了那里，大家马上

统一了意见。说起5个人的故事，
裴连芬口若悬河。“我们是40多年
的老邻居，几乎每天都会在一起聊
天。”她们还一起出门旅游，到山西
到广州，附近的旅游景点走得更
多。其中4人更是一起排练一起演
出。“你说，这么好的感情怎么舍得
分开？”不过，5个老姐妹对车何自
然村也有一样的深情。虽然都是
外来媳妇，但都已经把车何自然村
当成了自己的第二故乡。“如果村
里有需要，我们还会一起回来参加
各种活动的。”3人异口同声地说。

五姐妹再续邻居缘

一对老邻居
两次救命恩

第七届车何渡村村晚现场。记者 刘波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