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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童程红 通讯员 徐晨燕）
“你们真是太好了。”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天
气有点凉意。但家住章水镇赤水村的徐大伯
心里暖暖的。因为宁波市医疗中心李惠利医
院兴宁院区肾内科专科护士朱筠自行驱车两
小时，将5箱总重75公斤的腹透液送到了他
家。这些药够老人用两星期。

据悉，徐大伯今年61岁，身患尿毒症。老
伴早逝，唯一的儿子在外打工，老人常年独
居，在李惠利医院治疗已有3年。随着病情的
发展，现在一天要做3次腹透，每月近2000元
的医药费对老人来说沉重异常，而日常就诊、
买药、寄药等事情也异常麻烦。

在李惠利医院兴宁院区肾内科，类似情
况的患者有好几人。腹透是一场持久战，病人
和病人家庭都在咬牙坚持，“如何更好地帮助
这些患者，也是我们一直在思考的事。”该科
室所在支部书记陈生医生说。

近日，科室里有一些患者因故退出了治
疗，他们手上多出不少药。在征得同意后，科
室提出了腹透液互助项目，动员这些不再需
要腹透的患者将药免费送给徐大伯一样有需
要的患者。

徐大伯们得了实惠，医生护士却多了很
多工作。一方面，他们要对药物进行质量把
关，确保安全，另一方面，他们还要对申请免
费用药的患者进行情况核实，确保赠药患者
的爱心没有被浪费。最后，医护人员要当“快
递员”，将这些药送到受赠患者手中。

这件得到了科室成员的支持，医生护士
们自告奋勇表示会利用业务时间去送药。

这个周末，朱筠护士正好休息，惦记着徐
大伯的药快用完了，她提出要给老人送药。爱
人也很支持，当起了车夫。

当朱护士一家出现在门口时，徐大伯眼
泪都快下来了：“你们真是比亲人还亲啊。”

朱护士安慰着老人，她的爱人则将一箱
箱腹透药搬进了老人家里，5箱药，一箱15公
斤，加起来足有75公斤。

“徐大伯，你坐着，我来还想看看你的腹
透情况。”朱筠仔细查看了徐大伯肚子上的腹
透管，叮嘱他夏天出汗多，要小心感染，接着
她又在徐大伯做腹透的床边整理了一番，还
查看了消毒工具，又亲眼看着老人操作了一
遍，确定老人操作正确后才安心离开。

据悉，这是腹透液互助项目启动以来的
第三次赠药，接下来，包括徐大伯在内的贫困
患者还将得到更多爱心赠药。

李惠利医院兴宁院区肾内科
开展腹透液互助项目
护士驱车两小时
将75公斤腹透液送上门

“不同国家、地区的人生活习惯不尽相同，
文化和理念也不一样，产生矛盾在所难免。”采
访中，玉兰社区党委书记邬晓红坦言，社区有
600多名外籍居民，来自美国、韩国、德国、奥地
利等20多个国家和地区，是北仑远近闻名的“小
联合国”，用契约精神化解纠纷也是社区基层治
理的一大特色。

她说，以前处理这类矛盾是焦头烂额，自
从去年11月将契约精神纳入社区文明公约后，
至今已处理了三起纠纷，效果立竿见影。

为何会想到这个举措？记者采访得知，这还
是被去年一起纠纷“闹”出的灵感。当时有个巴
西居民很爱热闹，每每在家就把音响声音开得
很大，楼下住着的邻居不堪其扰，社工六次上门
协调都不起作用，最后还是他搬离了，此事才算
完结。

遇到这种纠纷怎么办？套用本地邻里之间
的“老娘舅”协调方式肯定不行。正当社工愁眉

不展时，有热心的外籍居民提出，不如用契约
精神来约束彼此，虽然来自不同的国家，但大
多数人对契约有着很高的认同。

鉴于此，去年 11 月，社区开了一场座谈
会，邀请外籍居民和本地居民代表畅所欲言，
将契约精神纳入社区文明公约的同时，也根
据不同外籍居民的文化理念，制定了六个契
约模板。

拉美居民热情，喜欢开派对，容易产生噪
音；日本、新加坡居民对环境卫生要求高，反感
占用公共场所；垃圾分类的管理在国外相当成
熟，外籍居民无法理解垃圾不分类丢放的做法
……于是，有关噪音扰民、晾晒占用楼道、垃圾
不分类等契约模板一一出炉。为提高契约的公
正和公开性，社区还请了一位在外籍居民当中
颇有威望的加拿大人担任见证人。

白字黑纸加第三方见证的模式，让原本难
以调和的矛盾开始变得简单。

有事先约定，这个办法好

几份契约模板几份契约模板 通讯员供图通讯员供图

北仑新碶街道玉兰社区有600多名外籍居民

“小联合国”里有问题
一纸契约迎刃解

邻里矛盾有时难
调和，更何况是来自
不 同 国 家 的 外 籍 居
民，文化差异和生活
习惯截然不同，若产
生矛盾该如何调停？
北仑区新碶街道玉兰
社区有妙招，工作人
员不费口舌，仅凭“一
纸契约”难题便迎刃
而解。昨天一大早，邱
女士给社工江维恩发
来一条感谢短信。“阿
江，契约真的很管用！
昨天晚上 6 点，隔壁
老外准时结束派对活
动，我也总算能睡个
好觉了……”

□记者 陈烨
通讯员 陈红 金添盛

一纸契约，矛盾迎刃而解

邱女士租住在玉兰社区里仁花园，几个
月前，隔壁搬来了一个美国邻居。每逢周末，
热情奔放的美国人就喜欢在家里开派对，而
且每次都搞到深夜，吵得她根本没法休息。
邱女士只好联系物业，工作人员多次上门劝
说，效果甚微。无奈之下，她又来到玉兰社区
求助。

社工江维恩了解情况后，于上周末的晚上
和同事小俞一起去了里仁花园，站在邱女士家
门口，她俩亲身体验了一次美国居民的“噪音
派对”。

在掌握“证据”之后，江维恩把双方当事人
召集在一起，拿出了一份《文明派对契约》模
板，补充约定“派对时间不得超过晚上6点，声
音不得超过60分贝”。对此，双方很快达成一致

意见，签下名字。契约一式两份，各自保留。如
此痛快地解决问题，是邱女士始料不及的，她
本来还有些担心美国居民是否会遵守契约，欣
喜的是当晚6点以后，耳根真的清净了。

记者了解到，这其实是玉兰社区运用契约
精神解决外籍居民邻里矛盾的其中一桩事。今
年6月，来自卡塔尔的阿力和隔壁日本的上野
先生闹了点不愉快，起因是阿力养了一只柯基
犬，但因家里没有阳台，他经常在楼道里给爱
犬梳毛，这一举动引来上野先生的不适。

上野先生认为，楼道是公共场所，不可被
私用，可在阿力看来无伤大雅。双方协商无
果，引发“口水战”，社区获悉情况后，让双方
坐下来签订了文明养犬契约，这一死结就这
么解开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