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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事直通车

梁国瑞

最近一个月，杭州解放东路四
季青中纺服装城路口的斑马线上，
执勤的交警、协警拉起一根长约 20
米的绳子，以此阻止行人和非机动
车辆闯红灯。但负责拉绳的协警感
慨地说，即便拉起绳子，也会出现大
批钻过绳子的“闯关者”。

这一幕，令人想起国庆期间杭
城交警的无奈之举。当时，在延安
路学士路口，因为过街行人太多，交
警被迫启用不锈钢伸缩式护栏，以

“人工道闸”的方式，阻止行人闯红
灯：红灯亮，关闸；绿灯亮，开闸。但
这种全靠人力的方式，显然把交警、
协警累得够呛，无法长期延续。

“凑够一撮人就可以走了，和红
绿灯无关”，人们把这种现象称为

“中国式过马路”。这不仅仅是对交
通状况的调侃，更是对国人文明素
质的讽刺。人有从众心理，尽管知
道闯红灯违法、不文明，但“既然别
人可以闯，我便可以跟着走”，心存

“法不责众”的侥幸。
治理这种“中国式过马路”，我

们已经有过太多尝试，但灵验的招
数却不多。去年，我省就出台了相
关规定，交警现场发现行人有闯红
灯和过马路不走斑马线行为，可处
罚5至20元；杭城不少路口，交警也
设置了电子提醒器，行人一旦越线，

就会发出提醒；石家庄还尝试过在
路口安装“行人闯红灯自动识别抓
拍系统”，可自动识别行人头像，多
次闯红灯的行人将被曝光⋯⋯

事实上，在行人过马路这件事
上，我们的城市已经给出了足够的

“礼遇”：只要是规规矩矩走斑马线，
机动车都会主动停车“礼让行人”。
这种文明新风，已经是杭城为人称
道的一景。然而，作为行人，我们一
边享受着斑马线前机动车的主动礼
让，一边却又擅闯红灯，影响机动车
正常通行，“人以礼待我，我却回以
无礼”，这是另一种“以怨报德”。交
警设道闸、拉绳子的无奈之举，恍如
一记耳光，让人不自觉地脸红。

办法想尽、招数使完，仍然管不
住行人乱闯红灯的脚步，可见根子还
是心中缺了根文明的“准绳”。拉起
人们心中的这根“准绳”，一来要靠我
们持续进行公共文明的道德宣传，让
文明过马路的意识深入人心；二来还
应加大管控甚至处罚的力度。

以前，机动车乱闯红灯现象普
遍，交警部门提高了处罚分值以后，
这种行为已然骤减。可见违法成本
的增加，能有效提高人们守法的意
识。曾有老司机戏称，“若是撞死白
撞，肯定没人乱闯红灯。”当然，这只
是一句玩笑话。但是，乱闯红灯的
人们，难道真要到那时候，才肯停下
您匆匆的脚步吗？

交警拉绳让谁脸红

本报宁波 12月 15日电 （记者
应磊） 今天上午，在国家科技部相
关部门的指导和培育下，国家智慧
教育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在宁波
正式成立。

据了解，国家智慧教育产业技
术创新战略联盟构建后，主要任务
是组织企业、大学和科研机构等围
绕产业技术创新的关键问题，开展
技术合作，形成重要的产业技术标
准。同时，建立公共技术平台，实施

技术转移，为产业持续创新提供人
才支撑。

“我们需要构建一个以云概念
为基础的智能化校园管理平台，以
优质教育资源共建共享和应用、资
源整合为中心，融入到教学、学习、
管理等工作领域，最终实现教育公
平、提高教育质量目标，推动教育教
学改革的发展。”国家智慧教育产业
技术创新战略联盟专家委员会主任
文仲慧说道。

宁波 打造智慧教育平台

绍兴市越城区镜湖农贸市场将果皮菜叶制成环保酵素，这种酵素可做清洁剂、
净化剂、洗衣剂等。图为工作人员正在灌装环保酵素。 记者 金敖生 摄

本报文成 12月 15日电 （见习
记者 陈小向 通讯员 周奕君 周
蕾）“阿姨，我的衣服很合身，颜色
也很漂亮。”“老师，新衣服穿着好暖
和。”文成县百丈漈镇中心学校的孩
子们穿上喜爱的新衣服时，快乐地
围着志愿者转。

近日，文成百丈漈镇中心学校
的 22 名贫困生都收到了一件崭新
的羽绒服，这是国网文成县供电公
司青年志愿者和文成团县委共同为
他们准备的过冬礼物。

22 个孩子，年龄最小的 7 岁，最
大的 16 岁。据学校老师介绍，这些
孩子多来自周边偏远山区，有的是
留守儿童，有的是单亲家庭，家庭条
件都非常困难。百丈漈镇的冬天非
常冷，想到山区的孩子们缺少暖和

的过冬衣物，该公司青年志愿者们
主动找到团县委，想为孩子们送上
一份温暖。

考虑到孩子们还在发育，年龄
和身高也不同，该公司团员青年特
意为每个孩子精心挑选了合适的款
式和尺码，希望在温暖之余，孩子们
还能漂漂亮亮地度过整个冬天。

文成县供电公司还了解到，山
区三源村的村民想要更完善的用电
环境。此后，供电公司立即派人对
三源村线网进行改造，供电可靠率
得到改善。

此外，供电公司还投入 75 万元
为三源村安装了大批新路灯。崭新
的电杆插进山区，一盏盏明亮的路
灯照亮乡间小路，为三源村村民带
去安全的夜间出行环境。

文成 下乡送冬衣保供电

本报富阳12月15日电
记者 马悦
通讯员 徐国林 童笑男 赵国青

从富阳市区出发，沿着弯弯
曲曲的山路走上 20 多公里，记者
终于在一片田地旁，找到了远近
闻名的长盘村老年食堂。村老年
协会会长、老书记王福民，擦擦手
上的油渍，迎上前来：“现在正是
饭点，忙着给老人们打饭呢！”

中午时分，60多平方米的村老
年食堂餐厅里，飘来了阵阵香气，红
烧肉、沃豆腐、大白菜、粉丝汤⋯⋯
老人们济济一堂，每人面前一个餐
盘，脸上挂满了开心的笑容。

地处富阳偏远山村，长盘村
的老龄化形势已相当严峻。王福
民说，村里60岁以上的有256人，
超过村人口总数的23%，并以每年
30多人次的数量上涨。村里集体
经济薄弱，几乎没有收入来源，虽
然坚持每年抠出一两万元用于维
持老年食堂，但仍旧是杯水车薪。

一个又穷又偏的小山村，如
何养活庞大的老年人群体，让他
们过上幸福的晚年生活？

“我们可是自己养活自己啊，
用经营水库的收入，补贴老年食
堂。”脑筋活络的王福民想出了

“就地取材”的法子，用活村里的
资源。距离老年食堂 1 公里处的
净桐坞水库，库容有 40 万立方
米，水质清澈，风景优美，鱼类众
多。在老年协会的悉心经营下，
水库的生意越来越好，几乎每天
都有垂钓者慕名而来付费钓鱼，
每年有近两万元的收入。

王福民笑着说，老年食堂还
有另一块资金来源。“今年村里有
13 个项目动工，有一大批打工人
员需要解决吃饭问题，再加上来钓
鱼的人也有需求，我们以每人 10

元钱的标准为他们提供快餐。”这
样一来，水库和快餐两块收益已经
能基本维持食堂的运转了。

有了相对稳定的资金来源，
老年食堂还需要人手，不但要有
责任心，更要有奉献精神。很快，
王福民就召集了当年的“老班
底”：由村里 5 名退休老干部组成
理事会，轮流值班，从菜谱制定、
买菜过磅到财务收支，分工负责，
精打细算。更重要的是，理事会
成员每天要监督食堂的各项开
支，每笔支出都需成员签字。

长盘村的 7 个自然村各设有
一位老年组长。这些德高望重、
熟悉村情的老年组长，行走村内，
收集着大家对老年食堂的意见和
建议，每天一早反馈给当值的理
事会成员。这样一来确定了食堂
每天的就餐人数和采购饭菜数
量，同时，也最大限度地避免浪
费，满足老年人的需求。

为老年食堂无私奉献的，可
不止村里的老班底。

厨房里，老年食堂里唯一的
厨师王雅娟忙得不亦乐乎：左边

灶台上，红烧肉正在加热，一旁的
大锅里，大白菜烧肉皮即将出
锅。“这碗是单独打给一位老人
的，他喜欢喝粥，我再给他配上点
咸肉、小菜⋯⋯”

三年多的时间里，她把来食
堂吃饭的老人们，当成自己的亲爹
娘，每个老人爱吃啥、不爱吃啥，早
已熟稔于心。冬至做麻糍、端午包
粽子，老人想吃什么，老年食堂的
厨娘总能想办法满足。

在饭菜种类和口感上，王雅
娟尽可能保证每天变花样。老人
们对米饭软硬要求不同，那就软、
硬各蒸一桶饭；有少部分老人喜
辣，那就盛起一部分菜，剩余的加
点辣，满足老人们不同的口味。

82 岁的丁谷宝身体很硬朗、
精神矍铄，自从老年食堂开办以
来，他每天都要走两里路来吃午
饭，即便刮风下雨也没落下，他说：

“村里的老年食堂真是太方便了！”
说话间，他起身去添饭，“你看，还
有这么多热心的志愿者为我们服
务，吃着香喷喷的饭菜，心里暖洋
洋，这样的生活实在是太幸福了！”

在厨房的一个角落，66 岁的
陈小兰正在为来吃饭的老人们盛
汤。每个月的 15 日，是陈小兰为
老年食堂做义工的日子。早上不
到 8 时，她就开始帮忙洗菜、烧开
水、打扫卫生，一直要忙活到下午
2 点。她说：“趁现在手脚还灵
便，来这边做点善事。等将来我
老了，别人也会来照顾。”

和陈小兰一样，如今长盘村
老年食堂有一支30人的志愿者队
伍，大部分是50岁到60岁的女性
村民。她们每天轮流，主要负责洗
菜洗碗、打扫卫生。王福民说，这
批志愿者的工作积极性不仅超出
预期，而且令人感动：“她们都有自
己的工作，但轮到在食堂‘上岗’的
那一天，就会向单位请假，专程从
富阳市区赶来服务。”

就这样，一支基本由本村老
年人组成的工作人员队伍，支撑
起了这家其乐融融的老年食堂。

“只有把食堂当成家，才能办好食
堂。”在王福民看来，要把老年食
堂办好，除了村两委的鼎力支持
外，更重要的是充分信任老年人，
发挥老年人自身的积极性。

富阳永昌镇长盘村

老年食堂欢笑多

丁谷宝（长盘村村民）：年纪
大了，要想每天都吃上这样的贴
心午餐不容易。听说很多村子的
老年食堂很难维持下去，我们这
个食堂，老人自己经营自己办，我
看就很好。养老不能光靠政府，
自己养活自己不是很好吗？

【百姓点评】

中午中午，，老人正在食堂老人正在食堂用餐用餐。。

本报遂昌12月15日电
见习记者 金春华 通讯员 谢文婷
县委报道组 肖靓

“让你们久等了，肚子饿了
吧？”“不饿不饿，我们听到你的汽
车喇叭声才出来的。”下午 5 时 5
分，在遂昌县城以东 6 公里的妙
高街道高塘口自然村，81 岁的雷
春鸣和 77 岁的兰凤球老夫妇在
家门口迎上了拎着两个保温饭盒
的庄山村村委会主任余小华。每
天中午 11 时 30 分和傍晚 5 时，两
位老人都会准时在门口迎候前来
送饭菜的村志愿服务队队员。今
天恰巧轮到余小华。两位老人顺
便告知余小华后屋有个地方漏水
了。余小华放下饭盒就跑到后屋
查看去了。

在暗淡的灯光下，修建于 50
多年前的老屋收拾得十分干净。
两位老人已经把饭桌整理好了。
热饭菜一到，正好开吃。

雷大爷笑呵呵地拿出一包袋
装的遂昌本地产黄酒：“从 11 月
到现在，每天中午、晚上都能吃上
热饭热菜；不用自己烧，时间也宽
绰了，可以舒舒服服喝点酒了。”

老两口结婚 60 多年，育有 5
个女儿，大女儿在温州打工，余下
四个女儿都外嫁，离得最近的老
三、老四也都距离 10 多公里。幸
好二老身体健朗，可以自己烧
饭。但是，多少年来，两人都只烧
中午一顿新鲜的，晚上、早上都是
简单热热就对付了。“我们种了点
茶叶，每年有大半时间都在地
里。”兰大娘指着门口两百米开外
的一块小茶园说，“这两亩茶叶就
是我们两个人的饭碗。”每天两人
轮流做饭，也都是匆匆忙忙。到
了夏天，为了怕饭菜馊掉，不敢多
烧；到了冬天，天黑得快，年纪大
了也不太方便。

“老太婆，今天有红烧肉啊！
你多吃点。”雷大爷摆好酒碗，把热
菜热饭从饭盒里拿了出来。老两

口的女儿们每个月都会各给他们
200元赡养费，自家茶叶每年有两
千多元收入；但在平时，两位老人
还是舍不得买点鱼肉荤菜，都是自
家种点白菜、萝卜吃。吃肉要等到
过年过节女儿们送过来的时候。
雷大爷笑着对我们说：“这一个半
月在村里吃饭，每天有肉吃。”

说话间，余小华从后屋转了
出来，搓着手说：“房子明天我找
人来修。你们二老要是早来村老
年食堂吃饭，就能多吃半年的肉
呢。”原来，在半年前，庄山村特意
建了老年食堂，用于解决老人特
别是独居老人的吃饭问题。村里
现有村民 935 人，60 岁以上老人

160人，70岁以上老人75人，老龄
化问题较为突出。2012 年，村里
决定从“孝文化”入手，逐年解决
老年人的民生难题，老年食堂就
是其中之一。

“我们家离老年食堂还是有
点路的，中间还有条大马路。”两位
老人告诉记者。庄山村有 6 个自
然村，相互之间的距离都比较远。

“冬天到了，你们吃完晚饭走
回家天就黑了，不方便，所以我们
就送饭上门了。”余小华笑着说。
老年食堂刚开张时有 30 多位老
人吃饭，10 月底就只剩下十二三
个了，余小华眼看着不对，就和村
志愿服务队商量，决定直接把饭

菜送到老人手中。
为了保证营养均衡，食堂开

了一张有 35 道菜的菜单，每天轮
换，每餐保证一荤一素。如果有老
人胃口不好，或者正在吃药有忌
口，可以趁送饭的时候告诉志愿者
以便“特事特办”。每餐饭老人自
己出2元钱，余下4元村里出。而
且，村里还出资给需要送餐的老人
每人买了两个保温饭盒，盒盖上写
有老人的名字，可以轮换着用。一
个半月下来，不少人子女虽在身
边，但工作较忙,他们也要求村里
送餐，村里就把送餐对象放宽到所
有年满70岁的老人。

傍晚 5 时 27 分，我们告别两
位老人，在沉沉夜幕中结束了今天
的送饭过程。从下午4时30分出
发，两队人马分头送餐，确保了每
个老人都拿到热气腾腾的饭菜。

回望雷大爷家，那盏暗淡的
灯光在夜色中十分柔和，大爷的
笑声不时传来，交融在邻居家的
炒菜声中。

遂昌妙高街道庄山村

冬日送餐暖心窝

雷春鸣（庄山村老人）：村里给
我们送热饭，每天中午、晚上两顿，
一荤一素，吃得很高兴很舒服。感
谢共产党，感谢村里的热心人。

何根凤（庄山村老人季孝吴的
儿媳妇）：老人们吃饭有自己的喜
好，一般喜欢饭菜软一点，时间上
也比我们上班族要早一些。我家
公公婆婆现在也选择在村里的老
年食堂吃。每天我们做子女的有
时间，就帮他们出来拿饭菜，没时
间他们就自己去拿。村里这样做，
既方便了老人，也让我们做小辈的
安心。希望这项工作能继续下去。

【百姓点评】

正在吃饭的雷春鸣和正在吃饭的雷春鸣和
兰凤球兰凤球。。 肖靓肖靓 摄摄

余小华催促其他志愿者余小华催促其他志愿者
赶紧将饭菜打包赶紧将饭菜打包。。 肖靓肖靓 摄摄

本报讯 （见习记者 翁杰 通讯
员 周洁） 本月起，舟山普陀区大社
保服务中心、各镇（街道）大社保工
作中心正式运行，各类社会保障服
务信息在这里实现信息共享、业务
联动。至此，该区初步构建大社保
体系。

建立大社保体系后，普陀将统
一管理社会保险、社会救助、扶贫救
助等各项社会保障服务，由大社保
服务中心集中经办。社区干部不再
分别向各部门上报社区内需救助的
贫困户信息，而是统一递交到各镇、

街道的大社保工作中心，经由区社
保服务中心信息汇总、共享后，再交
各部门处理。

“往后，一户贫困家庭究竟接受
了多少救助，是否存在多头救助的情
况，都将一目了然，避免不合理的多
头救助。”普陀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局副局长夏辉介绍，以往，由于民
政局、慈善总会、残联等部门间信息
不通，容易出现工作交叉、重叠，导致
一些不合理的多头救助。大社保体
系将有效遏制这种现象，实现社会保
障资金的集中、公开、公平使用。

普陀 集中办理社保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