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综合新闻2 2025年4月25日 星期五 本版责编：郑 璐 版式设计：林晓燕

JINRIDINGHAI

莫让城市“边角地”变成文明“盲区”

□区融媒体中心记者

随着近年来城市化进程加速，

定海整合利用城市零碎地块，建设

了一批口袋公园、停车场等基础设

施，城市潜力被挖掘，进一步提升

了市民生活品质。但近日记者在

城东街道大洋岙村玉兰桥一带发

现，道路沿线存在私占停车位、停

车场周边环境卫生等问题，既影响

了市容环境，又造成了资源浪费。

城东街道大洋岙村玉兰桥一

带村民居住相对集中，为方便周边

村民日常车辆停放，道路周边利用

空地设置有不少停车位，但记者却

发现，个别村民为贪图便利，在沿

线多个公共停车位上都放置有圆

锥桶等障碍物，试图将公共资源据

为己有。

“这个停车位在我们房子边

上，自己车子要停的，要是不放障

碍物，别人就会来停车。”周边一村

民向记者解释，房屋边的停车位是

他们为了方便自家车辆停放，特地

让村里施划的，而放置障碍物，是

为了防止外来车辆停放不当，撞到

自家房屋。

记者发现，距离村民房屋不远

处，就设置有一处公共停车场。对

于这个问题，该村民坦言，因为路

边停车位距离自家房屋较近。“一

般早上都开出去上班了，晚上才回

来停，都停自己车位的，要是遇到

别人实在没地方停车，我们也会给

他们停一下。”该村民补充道。

随后，记者来到该处公共停车

场，由于正值上班时间，停车场内

停放的车辆并不多。但周围绿化

带上，随意停放着一辆废弃的电动

三轮车。不远处，一辆缺少轮子的

电动自行车倒在绿化带中央且无

人问津。草丛中，还散落有零食包

装袋等杂物。“也不知道日常谁在

管理，最好这块地方能来打扫管理

一下，环境好了，看着也舒服。”一

位途经该处的市民说。

此外，路边两辆共享单车也并

未按要求停在指定区域，而是以叠

放的形式，被随意放置在墙角。

■记者手记

私占停车位、停车场环境卫生等问题，在一定程度上暴露出部分市民
文明素质的缺失。城市的发展不仅仅是硬件设施的更新换代，更需要在
文明素养上与时俱进。其中，加强宣传引导是关键。通过广泛宣传公共
设施的使用规范和保护环境的重要性，提高市民的公共意识和文明意
识。同时，相关部门要加大巡查力度，建立健全长效管理机制，形成全社
会共同参与城市管理的良好氛围。

定海学子探“两黄”文化
本报讯（记者 胡思佳 通讯

员 吕思思 侯璐燕 文/摄）去年，

位于东海百里文廊双桥段的浙东

礼学馆开馆，这一以舟山本地名人

黄式三、黄以周为内核的综合性文

化空间，已成为定海传承“两黄”文

化以及礼学文化研究展示传播的

重要阵地。自开馆以来，已接待游

客4000余人次。

这几天，定海六中、定海小学

教育集团海滨校区等学校的学生

们来到浙东礼学馆开展文化研学

活动。在现场，学生们依次参观了

“礼学第一村”“家族之风正”“浙东

二通儒”“千徒出黄门”“定海文脉

长”五个展厅。这些展厅通过丰富

的图文资料、珍贵的古籍拓本和黄

氏墨宝真迹，让孩子们近距离感受

了“两黄”文化内涵。

定海六中的学生们在参观过

程中，被“两黄”父子严谨的治学态

度所折服，特别是黄式三的代表作

《论语后案》及黄以周的代表作《礼

书通故》原刻板等，让大家感触颇

深。“以前在书本上听说过‘两黄’，

这次通过实地参观，看到这么多珍

贵的资料，才真正了解到他们在礼

学研究上的深厚造诣，这种严谨的

治学精神值得我们学习。”定海六

中学生说。

定海小学教育集团海滨校区

的学生们则对“两黄”家族的优良

家风印象深刻，“黄以周特别孝顺

家中的老人，父亲病重的几个月

里，也时刻守在病榻前，这样的品

德与精神都值得我们学习。”定海

小学教育集团海滨校区学生说。

其间，该校的学生还在古色古香的

学堂内，齐声诵读《论语》，感受礼

学文化的熏陶。

清代舟山定海双桥墩头黄氏

家族，四代中有十三人以儒为业，

是一个世居舟山、全国知名的礼学

家族。其中，黄式三、黄以周父子，

则是该礼学家族的杰出代表，在中

国礼学史上具有崇高地位。

据双桥街道办事处相关负责

人介绍，后续他们也计划创建爱国

主义教育基地、研学基地等，把“两

黄”文化更好地输送到市内中小学

校，常态化开展特色主题活动，让

学生通过沉浸式体验，提升“两黄”

文化知晓度。

“定享托”开班
本报讯（记者 俞姝伊 张旭

东）作为定海区“定享托”试点幼

儿园之一，舟山幼儿园“定享托”

托班于4月上旬正式开班。为了

更好地满足低龄幼儿的需求，教

室进行了适儿化改造，低矮的洗

手台、马桶等，并新招聘2名幼师

和 1名保育员，帮助幼儿更好地

适应新环境。

记者了解到，“定享托”是一

项由定海区率先创新实施的优托

服务项目，满足城区适龄儿童入

好托、即时托、普惠托的多样化入

托需求。根据“定享托”首次报名

情况，定海区试点幼儿园分别设

于舟山幼儿园和沁兰幼儿园，首

批共有入托幼儿25名。“定享托”

春季后续报名时间分别为4月28

日—29日、5月26日—27日，报名

成功后可于次月入托。

记者了解到，定海区将根

据首批试点运行情况，动态调

整托位供给规模，同步推进师

资标准化培训及服务流程优化，

为后续扩大普惠托育覆盖面奠

定基础。2025 年秋季起，“定享

托”优托服务项目将在定海全

区推广，力争到今年底，定海

60%以上的幼儿园提供托位，托

幼一体化托位占比在65%以上。

2025年“浙青年·爱学习”
talker青训营活动启动

本报讯（记者 王晗璐 张旭
东 通讯员 柯雨昕）4月22日，定

海区 2025 年“浙青年·爱学习”

talker青训营活动在定海山人才

书房启动。全区几十名90后、00

后青年宣讲员齐聚一堂，开启此

次集训与实践，为锻造一支政治

坚定、本领过硬、扎根基层的理论

宣讲“青骑兵”队伍打下基础。

开班仪式上，青年宣讲员代

表分享了自己宣讲蜕变历程，并

号召学员“用青年语言讲好时代

故事”。现场还举行了宣讲导师

聘任仪式，4位基层宣讲能手获

颁聘书。其间，还开展了海洋文

化历史相关讲座，为后续宣讲积

累素材经验。

“我本身非常喜欢演讲，能

参加青训营非常开心，希望通过

这次培训，提升自己的宣讲能

力，让更多人听到青年的声音。”

来自浙江海洋大学的宋欣彦说。

据悉，本次青训营通过“选

拔+培训+实战+考评”全链条机

制，系统性提升学员能力。培训

期间，学员将参与理论集训、基

层调研、巡回宣讲及比武展示四

大板块。

“青训营的活动主要是为了

搭建青年成长赋能新平台，系统

性提升青年参与基层治理、开展

群众动员的综合能力，为乡村振

兴、社区服务等领域培养‘能说

会干’的青年生力军。”据团区委

负责人邱诗瑜介绍，定海区“青

声说理”青年宣讲团自2020年成

立以来，组织创办过“我来说 我

参与 我爱听”“理响定铃铃”等

宣传品牌，并先后获评过多次省

级基层理论宣讲先进集体。

接下来，“青声说理”青年宣

讲团将于5月组织全区理论宣讲

比武活动，择优选拔10位选手，

拍摄“理响‘定’铃铃”微宣讲视

频，力争用动情的讲解、接地气

的话语、具代表性的案例宣讲理

论知识。

暖心护归途 安全感满满
本报讯（记者 刘琪琳 通讯

员 俞子龙）日前，定海区公安分

局白泉派出所暖心救助一位迷

路老人，成功助其安全返家。

“喂，警察同志，这里有位老

人好像迷路了，需要帮助……”

白泉一位小伙前往银行办理业

务途中，在路边看到一位穿着红

色衣服的七旬老人，神情迷茫地

在马路上徘徊。小伙担心老人

发生意外，但又急着办理业务，

便将老人搀扶进银行，在银行大

厅的椅子上休息。银行工作人

员了解情况后，帮忙细心照看着

老人，同时拨打了报警电话。

白泉派出所接警后，民警立

即赶到银行，耐心询问老人的相

关信息，核对身份、住址等情况，

老人却是一问三不知。正当大

家一筹莫展之际，民警注意到老

人随身携带的身份证，随即将关

键信息反馈给所里同事帮忙查

找老人家属，并将老人带回派出

所。

在白泉派出所，民警们贴心

地为老人端来温水，用方言唠起

了家常。突然，老人身体不适咳

嗽起来，民警赶忙为老人拍背，

缓解咳嗽，在民警的细心照料

下，老人有所缓解，原本紧张的

情绪也渐渐放松下来。通过多

方调查后，民警成功联系上老人

的家属，随后让其家属将老人平

安带回家。经了解，老人出门

后，因坐错公交车，下车后又不

熟悉路况，便迷了路。

民警提醒，市民家中若有高

龄或记性差的老人，平时需要多

加看护和陪伴。尽量避免老人

单独外出，为老人配置通讯设备

或随身准备联系卡片，以便老人

走失后能快速联系到家人。如

发现老人走失，家人应保持冷

静，及时向公安机关报警求助。



“背上箱子，我可以随时出发”
——记退休党员林友娣

□记 者 尹倩倩 朱凯华
通讯员 俞嘉恺 张梦玲

“友娣，吃饭了吗？又去村里

忙啦？”清晨的马岙街道马岙村，阳

光洒在乡间的小路上，一个身背医

疗箱、步履匆匆的身影由远及近。

穿过田间地头、乡间小道，村民遇

见她，都会热络地招呼一声。林友

娣笑脸相迎，却步履不停——退休

28年，这位曾经的“赤脚医生”依然

闲不住，“党教育我要全心全意为

人民服务，我就要为村里老人服务

一辈子。”

“医疗箱跟了我56年”
清晨6时，林友娣在家中匆匆

扒了一口早饭，来不及收拾屋子，

又背上医疗箱出了门。一路上，她

三步并作两步，穿行在狭长弯曲的

村巷，熟门熟路地叩开了袁秋菊的

家门。“你昨天刚来过，今天又来

啦。”听闻林友娣到来，长期卧床的

袁秋菊半起身靠在床头，像见到亲

人一般，脸上满是笑容，“降压药在

吃，你再帮我量量血压，看看好不

好。”

从医疗箱中麻利地拿出血压

仪，林友娣为老人细心地测量血

压，并反复叮嘱服药及日常饮食注

意事项等。“这次血压蛮好，药不要

忘记吃，有事就给我打电话。”林友

娣一边说着，一边给袁秋菊披上外

套，掩好被子，这才放心赶往下一

户村民家中。

沿着村间小道弯来拐去，林友

娣一上午几乎走遍了马岙村的所

有低保、独居、孤寡老人家中，为他

们测量血压、血糖、心率，仔细询问

饮食起居等，赶到袁素荷家中已是

中午时分。“囡，吃口饼干吧，垫垫

饥。”伴随一声声亲切的呼唤声，林

友娣为俩老提供慢性病监护服务，

提高他们的生活质量。她默默无

闻的付出，袁素荷都看在眼里，发

自肺腑地说，“她随叫随到，比女儿

还要亲，有这样的党员在，我们很

放心！”

从定点在马岙村文化礼堂、老

年人活动中心、村口小店等地为村

民提供健康监测服务，到挨家挨户

上门看望马岙村、团结村患有慢性

病的老人……村民的健康，林友娣

可谓牵挂了一辈子。

1969年，在历经数年的乡村医

生培训后，22岁的林友娣成为了一

名“赤脚医生”，她背起医疗箱，踩

着泥泞的田埂，走进了马岙街道勤

丰自然村的村民家中。从那时起，

为村民接生、包扎伤口、接种疫苗

等她都干过，也与乡村医疗事业结

下了不解之缘。“那时村里缺医少

药，只要乡亲们需要，我就会顶

上。”回忆起最初的从医岁月，林友

娣的眼神坚定而执着。

“退休了，可党员的身
份不能退”

林友娣的人生轨迹非常清晰：

1978 年，进入马岙卫生院，从事妇

产生育（接生）工作，从早到晚，只

要村民需要，她都随叫随到，在那

个没有手电和路灯的年代，摸黑去

看诊也是常事；1979 年，林友娣入

党；1987 年，她担任马岙勤丰自然

村的妇女主任一职，只要家家户户

发生小摩擦、小矛盾，第一个想到

的便是向她求助。

1997年，林友娣正式退休。然

而，退休并不意味着她停下了助老

的脚步。相反，她变得越发忙碌，

坚持用自己的所学专长，义务守护

这片热土。

去年，一次惊心动魄的救人经

历，让她对“党员”二字有了更深

刻的理解。“当时应该是6月，我一

早赶往独居的低保户林大毛家

中，但敲了半天门都没有回应，我

一想这可不好！”林友娣回忆道，

好在院门未上锁，待她冲进林大

毛家中一看，人已经摔倒在地，不

省人事。

眼见情况不妙，林友娣马上拨

通了村党总支书记的电话，两人齐

心将林大毛送往马岙街道社区卫

生服务中心，后因基层医疗条件有

限等原因，他们又陪同其转院至舟

山医院，忙前忙后直到深夜。好在

送医及时，生死一线间，他们硬是

将这位生命垂危的七旬老人救了

回来。

林友娣还常到村民家中走访，

了解村民的身体状况和生活情

况。谁家老人的病该复查了，她都

记得清清楚楚。几十年来，她也未

曾更换手机号码，因为这是村民的

“健康热线”“求助热线”。无论寒

冬酷暑，只要村民一通电话，她就

匆匆“赴约”。

林友娣的助人为乐精神感染

了村里的每一个人。“友娣思想好、

态度好，大家有个头疼脑热，我们

都会想到她。”每逢有人提起她，乡

亲们总是赞不绝口。

“只要村民健康，我就觉
得值得”

与村里大多数建设的新民居

不同，林友娣的家仍是一层几十年

未翻新的低矮平房，略显空旷的屋

里，几乎没有像样的家具，冰箱是

唯一的家电。尽管生活条件一般，

但她有引以为豪的“宝贝”，就是跟

了她几十年的医疗箱和定海区第

二届十大惠老模范、舟山市首届

“最美邻居”等荣誉。

“生活清苦点没什么，只要看

到乡亲们健康，我就觉得值！”林友

娣说，不少村里的老人把她视作女

儿，有什么好吃的都拿来给她。有

一次，一位老人从田里摘了新鲜的

小葱，赶了不少路，专程给她送来。

这份朴素的亲近，是林友娣用

半个世纪的坚守换来的。如今，林

友娣上门为老人开展健康服务时，

常常碰到行动不便的老人配药难

的情况，她就主动提出为他们去定

海城区配药。来回乘车不便不说，

老人们提出给她“跑腿费”时，她总

是一口回绝。

“大家都不容易，能帮当然要

帮。”她总是说，只要身体允许，她

干得动一天，就要为老人服务一

天，不仅要监护老人的健康，提供

健康指导，还要帮助行动不便的老

人送医、打扫卫生等，为他们提供

力所能及的帮助。

从青丝到白发，从“赤脚医生”到

健康守护者，林友娣用实际行动诠释

了何为党员本色，是忠诚和担当，更

是无私奉献和真诚服务。在日复一

日的坚守中，她将“为人民服务”化

作了田间地头的一声声亲切呼唤，化

作了乡亲们心底最踏实的依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