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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IANDAIJINBAO

王家社区工作人员
每近年底总要定闹钟
帮高龄务工人员
抢火车票

每年春运期间，一张回家的火车票阻挡
了很多外来务工人员回家的脚步。这段时
间，春运火车票进入热销，热门方向的火车
票可谓“一票难求”。虽然现在购票方式越
来越多样化，但对有些年龄较大的外来务
工人员来说，春运买票还是一件头疼事。

□记者 薛曹盛 通讯员 毛雯雯 金玲玲

高龄外来工
不会上网买火车票成难题

“我们文化低，不会上网，多亏了社区干部帮了
大忙。”12月20日上午，得知社区干部刚刚给他们
夫妻俩购买了两张车票，来自安徽阜阳的外来务工
人员高师傅特意让妻子来到东胜街道王家社区，向
社工连声称谢。

高师傅的妻子今年62岁，儿子是送外卖的，
平常特别忙，她在宁波帮他带小孩，辛苦忙碌了
一年，最大的愿望就是能回老家好好过个年。由
于文化程度较低，加上家里没有电脑，手机只会
接听电话，根本不会上网买火车票。

去年，高师傅通过社区帮忙顺利买到了回家
的火车票。今年他在外地打工，春运临近，他早早
给社区工作人员打电话：“今年我们的回家火车
票，又要麻烦你们帮忙买了！”

社区工作人员
定好闹钟起大早抢票

“放心，买票的事情就包给我们吧！”每天一
到火车票销售时间，王家社区工作人员将办公电
脑全部打开，会电脑的居民可以自行在网上预购
票，对不会电脑的外来务工人员，由社区干部一
一登记下他们的身份证及相关购票信息，及时帮
他们购票。

昨天上午，高师傅让妻子给社区送来锦旗。
“虽然我们只是在宁波打工，但社区对我们很关
心，帮忙买车票，还帮我们对接孙女上学的事。住
在王家社区，我们打心眼里觉得温暖。”

社区工作人员如“管家”般的温馨服务，让很
多小区居民感同身受。

来自安徽阜阳的务工人员蒋师傅去年因为
没有买到火车票，只能选择坐长途大巴。不仅多
花了近300元路费，而且车程多了6个多小时。

“这次有社工帮我抢票，我就不用花冤枉钱了。”
其实，这样的暖心举动在社区已经持续了好

多年，每年起码要帮外来务工人员抢四五十张火
车票。有的热门方向特别难抢，社工很细心，哪怕
周末都定好闹钟，准时上网“秒杀”。

社工王女士说，对外来务工人员来说，回家
是头等大事。“既然他们相信社区，我们就不能让
他们失望，想方设法都要买到车票。”

北仑戚家山
温馨故事多

湾头社区16幢居民
突然收到一筐大头菜和芋艿

冬日的温暖，或许是寒风中的一杯姜茶，朋友
间的一声问候，亦或……前天，江北甬江街道湾头
社区 16 幢的居民依然感到一阵阵温暖，因为他们
收到了同幢邻居大爷送上的一份特殊“礼物”。

□记者 周科娜 通讯员 罗婷 罗秋玲

王家社区社工教老人买火车票王家社区社工教老人买火车票。。通讯员供图通讯员供图

戚家山街道志愿者为老人送戚家山街道志愿者为老人送
上围巾和帽子上围巾和帽子。。 通讯员供图通讯员供图

▶邻居收到的
大头菜和芋艿。

通讯员供图

本报讯（记 者 徐 叶 通 讯
员 王邵其 俞继业）年终岁末，
是农民工回乡过节的高峰期，也
是各类劳资纠纷的高发、易发
期。为了维护农民工合法权益，
助力农民工不再忧“薪”，连续几
天，北仑区戚家山街道青峙社区
开启了外来务工人员工资支付
专项走访行动。联合辖区辅警、
社区工作人员走进园区企业、工
地，对在建工程项目和企业支付
外来务工人员薪资情况进行排
查，要求相关企业做好预防欠薪
工作，快速处理各类拖欠工资事
件。

同时，通过社区“网格群”发
布温馨提醒，加大和谐劳资关系
的宣传力度，鼓励劳资双方通过
法律和正规途径解决实际困难。

在青峙、李溢的老年房里，
戚家山街道党工委委员朱献飞
带领街道老龄办和新侨化工有
限公司、蔚斗巧手姐妹驿站的志
愿者，为65名80岁以上的老年
人送上帽子和围巾。

据了解，这批“爱心牌”帽子
围巾的毛线材料由新侨化工廖
友章基金会捐助，经巧手姐妹驿
站的巧娘们利用闲暇时间集中
编织而成，让老人们在这个冬日
感受到别样的关怀与温暖。

在东升社区，社区党委对辖
区里的百岁老人、残疾人家庭以
及生活贫困的老党员，开展了走
访慰问活动，为他们送上了慰问
物资，关照他们要注意身体，保
持良好的心态。

天气逐渐转冷，渡头社区
“五四乡帮”的志愿者，也牵动着
社区党委的心。前不久，渡头社
区集中采购了一批棉衣，为这群

“给他人送温暖”的可爱人也送
上了温暖。棉衣，让他们在交通
劝导和夜巡活动中防冻保暖，注
意自身安全防护。

每户人家被送了一筐菜
12月20日，湾头社区的A061网格群里弹出的一个视

频在邻里间迅速传播开来。
这个视频一共11秒，画面中出现的一个用白色泡沫箱

装着的一筐大头菜和芋艿，新鲜地还带着泥土的芳香。这名
居民说：“不知道哪一位好心人，我们楼道每户人家一袋芋
艿和大头菜，你辛苦种出来和我们分享，非常感谢你，非常
感谢！”

由于不知道是谁送的，为了表达自己的谢意，她将视频
分享到了同幢的业主群。不料这一分享，引发了许多居民的
共鸣，多名邻居表示，他们也收到了同样的“礼物”。但对于
蔬菜的来源，众人一时间皆是摸不着头脑，只得回以祝福聊
表感谢。之后，有居民称“我也是16幢，我隔壁查了监控，貌
似爷爷辈！”

热切的对话，使该群的网格长关注到了这个事情，于
是，调取了监控去挨家挨户打听这个神秘的“大头菜”爷爷。

湾头社区的好人有不少
一番调查后，终于将目标锁定到了16幢的一位60多岁

徐师傅身上。当社工敲开门告知来意后，眼前这位徐师傅腼
腆地笑了，搓着手说：“这都是小事，我刚好自家有许多菜吃
不完，想着马上就是冬至了，刚好大家都要吃到，也省得这
么冷的下雨天去外面买。”

前天下午，记者联系上了这名徐师傅，他叫徐峰德，今
年64岁。他是土生土长的湾头村人。“自己种的蔬菜，不值
钱的！”电话那头，徐师傅笑声爽朗，他说，“由于蔬菜数量不
多，仅够送10户。别宣传我，这么点小事，不值得宣传！”

言语间，温和而又诚恳。以前湾头一带都是村庄，村民
们每天可以照面问候，好不热闹。现在越建越高的楼层也仿
佛在人们心中修筑起了一堵墙，即使住得不过咫尺，却感觉
渐行渐远了。“咱们小区可是有名的做好事成风，我只是想
低调地去做一些事情，让我们这儿的邻里关系更和谐一
些。”徐峰德说。

湾头社区党委书记李丽说：“我听说了这件事后很感
动，我们小区有着许多像徐师傅这样的默默奉献的正能量
人物，如‘诚实守信’洪雪飞、‘指路爷爷’徐世利、‘江北好人
’谢雨康……他们像徐师傅一样，在恬淡安然中熠熠生辉。”

冬日暖故事

◀ 湾 头
社区 A061 网
格群截图。
通讯员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