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助餐骑手”志愿者上线
打通老年助餐服务“最后一米”

每当临近午饭时间，在镇海澥浦镇的
一些村子里，总能遇见身穿红马甲的骑
手。他们穿梭在小弄堂里，给高龄、行动不
便的老人送去可口的饭菜。但他们并不是
外卖骑手，而是由银辉志愿者自发组成的

“助餐骑手”，守护老年人的美好“食”光，让
老年人吃出“幸福滋味”。

3月14日上午10点左右，澥浦镇爱心
车轮食堂的送餐车将饭菜送到觉渡村文化
礼堂，等候多时的觉渡村“助餐骑手”们按
照各自的配送人数，熟练地将饭菜放进保
温箱里，开始了送餐爱心接力。

“我从2022年10月份开始当起了村里
的‘助餐骑手’，给一些不便出行的老人送
餐。”今年58岁的方雅萍是觉渡村的一名

“助餐骑手”，她说，每个人都会变老，相比
于高龄老人，自己还算年轻，在家也是闲
着，就过来帮忙送餐。

由于村里有很多羊肠小道、小弄堂，送
餐车开不进去，这时候电动自行车就有了
优势。方雅萍骑着电动自行车走街串巷，
将饭菜直接送进老人家中。

“在村子里送餐，电动自行车比汽车方
便多了，不用找停车位，可以直接骑到村民
家门口。村里的弄堂都是互通的，我只要规
划好配送路线，一趟就能送完，都不用走回
头路，确保老人能够在饭点吃上热气腾腾的
饭菜。”短短十余分钟时间，方雅萍就已经送
完了3户。

吃上一口冒着热气的饭菜，对于大多
数人而言并非难事，但对行动不便的老人
来说，每天上街买菜、做饭无疑很不方便。
为解决部分农村老年人群就餐不便等问
题，打通老年助餐服务在农村的“最后一
米”，近年来，澥浦镇在原有老年食堂等助
餐服务工作体系基础上，积极探索实施老
年村民居家“助餐”配送服务。通过招募

“助餐骑手”志愿者，为家住偏远、行动不便
的老年人，以电动自行车上门形式，提供送
餐服务。

截至目前，澥浦镇共有“助餐骑手”10
名，均为本地志愿服务者，负责全镇90余
名老年村民上门送餐工作。该镇还为每名

“骑手”购买了保险，让“骑手”送餐无忧。
记者 郑凯侠

“阿姨，这两天汪师傅家里有
事，最近您的报纸就由我来送！”3月
12日，鄞州区钟公庙街道长丰社区
澜悦花苑小区，投递员朱贤义敲开
了陆孟安老人的门。

虽然是第一次上门，但老人很
热情，将他迎进门。“你们送报服务
做得好，之前给我送报的汪师傅很
热情，有时候还陪我聊聊天。”

陆孟安今年75岁，是一位独居
老人。平日里，她喜欢看报了解外
面的世界。去年年底，社区帮她报

名了“晚报来敲门”活动，日常都是
投递员汪玉宝负责送报。

每天准时送报上门，老人觉得
汪师傅太辛苦，她就和投递员做了
一个温暖约定——“天气好的时
候，你把报纸放在楼下信箱，我自
己下楼拿，就当锻炼身体了。如果
天气不好，就麻烦你帮我送上门
吧。”

但即便有这样的约定，汪师傅
还是习惯把报纸送上门。每次看到
老人开门，他才放心，“我们送的不

只是报纸，更多的是一份关心。”
这几天因为家里有事，汪师傅

请假了，把接力棒交给了同事朱贤
义。临走时，他还特意叮嘱了朱贤
义，要给哪些独居老人送报以及这
些老人的生活习惯等。

“明天我有事要外出，星期六回
来，这几天报纸就放在报刊箱好了。”

“放心，阿姨，汪师傅都跟我交代过
了”“阿姨，最近身体怎么样？有什么
事可以随时告诉我们！”闲聊时，朱贤
义不忘关心老人的身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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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在宁波 看见文明

■春之序曲

送报上门的快递员
被老人热情“投喂”

晚报来敲门
天天都在上演

“小美好”
“阿姨，您有没有要丢的垃圾，我帮您带下楼”“这几天气温忽上忽下，阿姨你要当心

点”“我看天气要下雨了，您就别出门了”……每次“敲门”，都会上演这样的温暖对话。
2024年1月1日起，宁波市慈善总会、宁波晚报和宁波报达物流配送有限公司联合推

出“晚报来敲门”公益活动，首批覆盖了来自宁波100余个小区的508位独居老人。
每天一份《宁波晚报》，传递更多的是一份温暖和牵挂。

近期发现有人冒充保险公司业务员，
以保费便宜为诱饵，吸引消费者委托其代
办购买所谓“车险组合保险”，实际是在保
险机构投保机动车交强险，但将车主实际
想购买的机动车商业保险替换成机动车
交通安全服务单，即所谓的“统筹保险”。

李先生买了一辆营运货车，某汽车
服务公司的“业务员”张某联系上他，建
议他的车险可以做成组合保险，保费便
宜很多。李先生拿到“保单”后才发现，
该组合保险的交强险是由保险公司承
保，而商业险实际为某汽车服务公司生
成的机动车交通安全服务单。随后，他
要求张某退还支付给汽车服务公司的费

用，但张某通过各种方式拖延，并更换联
系方式，迟迟不退还费用。

经了解，除单位落款外，所谓“统筹
保险”的业务办理流程、出具的报价单、
车辆安全统筹单与保险公司的高度相
似，让消费者难辨真假，极易让消费者误
以为其所购买的就是保险公司的机动车
商业保险。

太平洋产险宁波分公司提示广大车
主朋友：

首先，“统筹保险”的经营单位并非
保险公司，多冠以汽车服务公司、交通运
输有限公司之名，其经营的业务并非保
险业务，其自身未依法取得保险业务经

营许可，不是依法设立的保险公司。
其次，“车辆统筹业务”不是保险业

务，后续赔付服务可能无法保障。经营机
动车辆“统筹保险”业务的公司，没有像保
险公司一样建立一整套完备的风险控制
体系，其“承保”的机动车辆一旦发生重大
交通事故，相关承诺履行和资金安全难以
得到有效保障，消费者将面临无法获得或
者无法足额获得赔偿的风险。

第三，保险公司在承保时会根据消
费者提供的材料，对投保车辆状况等进
行风险评估。同时，为保护消费者合法
权益，全国各财险公司已陆续形成以投
保人签字确认、缴费实名认证等多维一

体的车险承保流程。
广大保险消费者如有车辆保险需

求，请向具有合法经营车险业务资格的
保险机构投保，缴费前仔细核对投保单，
确认保险公司名称、投保险种等信息。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宁波监管局温
馨提醒，消费者购买保险后，可通过保险公
司的公众号、APP、官网或者服务热线查证
保单信息，谨防被骗。 记者 徐文燕

通讯员 毛俊嵘 包锡峰 郜宇飞

警惕“车辆统筹”陷阱，谨防受骗上当

投递员汪玉宝，今年52岁，江
苏徐州人，在宁波20年，做投递员
整整17年。“晚报来敲门”活动推出
以来，他结对了62位老人，其中一
半要直接送上门。“有些小区因为有
门禁进不了门，我们就会放在信箱
里，但每天会打电话问候一声。”

“以前我们都把报纸送到信箱，
现在是投递到老人家里，每天见面
打声招呼，互相问候一声，都成一种
习惯了。”汪师傅说，春节期间，他还
接到过老人的电话，向他送上新春
祝福。

打电话的老人正是陆孟安，简
简单单一句问候，让汪师傅记到了
现在。

汪师傅说，很多老人的年龄和
他父母差不多，有些是独居老人。
平时在送报纸时，他们也会多留心，
观察老人的身体状况。“如果信箱里
头一天的报纸没有拿走，那我肯定
会再打电话联系老人，如果联系不
上，就直接和社区对接。”

不仅如此，这几个月来，汪师傅
还经常收到各种“投喂”：“有时候给
我递瓶水，有时候塞个苹果、橘子，还

有塞饼干的，这些老人都很热情。”
陆孟安以前做过白内障手术，每

天看报纸时都会用放大镜：“看大标题
没问题，看小字就只能一边放大一边
看了。”即便如此，她每天都会抽时间来
看一看，了解宁波各地发生的新鲜事。

对于“晚报来敲门”这件事，老
人心存感激。“每天有人来看我，我
就不孤单了。有时候雨下太大，我
还担心他们送报纸不方便。‘晚报来
敲门’是实实在在服务老人，真心
好！” 记者 薛曹盛

通讯员 杜芳芳 凌沪琼

老人和投递员的“双向奔赴”

他们有个温暖约定

投递员朱贤义给陆孟安老人送上投递员朱贤义给陆孟安老人送上《《宁波晚报宁波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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