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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市公共文化中心周边
城东路智能路灯亮丽登场，夜间
漂亮的路灯和智能彩屏让路灯群
绚丽时尚，更让市民惊奇的是在
天气干燥、多尘时段，智能路灯
群还能自动喷洒水雾，增湿降
尘，保持城市优良环境。

记者 张旭东摄

■本报记者 张敏

为吃上放心又高品质的樱桃，
家住梁弄镇的俞建中从他人处购买
了一批樱桃苗亲自种植。然而，让
人意外的是，四五年过去了，俞先
生的樱桃树成了“光吃粮食不下蛋
的母鸡”，而为数不多能结果的，
结出来的也是酸涩的果子，这让又
花钱又耗力的俞先生十分愤怒，向
当初卖苗的果农索赔遭拒后，于近
日向梁弄镇“弄里说法调解工作
室”寻求帮助。

在调解工作室，俞先生向调解
员说起了事情的来龙去脉。据了
解，俞先生当初购买樱桃苗的初衷
除了种着自己吃，也有在果子成熟
之际邀请亲朋好友过来一起摘果观
景的愿望。于是，四五年前，在打
听一番后，他向当地果农郑楠购买
了90株的樱桃苗。按理说，这些
樱桃苗种下3年后是挂果的最佳年

份。然而，俞先生发现，这批樱桃
树的结果率并不尽如人意。“或许
时机还没成熟，还要再等等。”俞
先生等啊等，等到今年，眼看着到
了樱桃成熟的季节，其樱桃树的

“动静”仍然不大。看着仅有小半
樱桃树结出了果子，且果子味道十
分酸涩，俞先生的心一天天地沉了
下去。

“本以为今年可以吃上红樱桃
呢，结果一场空，我栽培了四五
年，也没种出啥来，这不是坑我
嘛！”气愤的俞先生找到郑楠理
论，但多次协商无果。于是，俞先
生便找到“弄里说法调解工作室”
的“老娘舅”，希望能由郑楠赔偿
损失。

调解员安抚了俞先生的情绪
后，立即同卖果树苗的郑楠取得了
联系，对俞先生所说的事情进行更
全面的了解。

郑楠坚决否认樱桃树苗质量有

问题，声称他已经卖了十多年的树
苗，从没出现过问题。“果树苗未
结果跟气候、肥料、水分及土壤都
有一定的关联，他种植樱桃树的那
一块及其邻近一片田地的土质不适
宜樱桃树开花挂果，说白了，就是
他自己没种好，结不出樱桃就来怪
我。”郑楠说起这件事情来也十分
不满。

双方都自认为理由充分，谁都
不让谁，调解气氛十分僵硬。

听完双方的各自陈述，调解员
又实地考察了俞建中种植樱桃树的
田地，并咨询了当地樱桃种植专业
户，了解樱桃挂果少的几种原因。
在对整件事情有了清晰的了解后，
调解员又翻阅了相关法条，心中已
然有了调解方案。

此后，调解员根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法典》合同编涉及的合同
保全及买卖合同相关条款向两名当
事人进行了调解。为了让双方当事

人对法律的规定有更深刻的理解，
调解员还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向郑楠
释法，告知其虽然双方未签订合
同，但俞先生付了钱已形成事实上
的买卖合同，卖家应该保证出卖品
的质量，告诉买家种植的相关方法
以及注意事项，不然俞先生有寻求
赔偿损失等合理诉求的权利。

一番释法后，郑楠内心有所触
动。此时调解员趁热打铁，从情理
与道义上劝郑楠好好考虑长远的生
意及十多年积攒的声誉。郑楠听完
调解员这一番分析后，心服口服，
当即表示愿意赔偿俞先生的损失。

最终，经过调解员的耐心调
解，当事人双方最终达成一致协
议，由俞先生聘请专业果农为90
余株“问题”樱桃树重新进行嫁
接，嫁接费用由郑楠承担。至此，
这一起由樱桃树苗引起的纠纷得到
了圆满化解。（为保护隐私，俞建
中和郑楠均为化名）

樱桃树结果少
寻求“弄里说法”来帮忙

本报讯（记者 沈彦汝 通讯
员 王董） 11月 9日是全国消防
安全日，然而在这个特殊的日子
里，我市三辆前往执行任务的消防
车却遇到了一个“小麻烦”。

当天16时左右，梨洲街道姜
家渡村委会附近一处农田附近的杂
草堆起火，有蔓延至农田、危害庄
稼的可能，刺鼻的浓烟对附近的村
民生活也造成了影响。接到报警
后，当地消防部门立即派出了三辆
消防车赶赴现场处置。

当时正值下班高峰，三辆消防
车被社会车辆堵住了前行的道路，
虽然有些车辆主动避让，可是消防
车庞大的车身依然在车流中行进缓
慢，这让赶去灭火的消防救援人员
着急万分。

就在这时，两名正在路上巡逻
的交警铁骑发现了这一情况，立即
上报给指挥中心，为消防车紧急开
道，引导前方车辆靠边让行，全程

“护航”近10公里，上演了暖心又
硬核的一幕。

一路上，两名交警铁骑拉响警
笛，用手势不断指挥过往车辆的
避让。铁骑在前快速开道，消防车
在后紧紧跟随，虽然没有言语交
流，但是双方配合默契。

他们一路风驰电掣，疾驰过一
个个路口，向着前方行驶。最终，
近10公里的救火路程，消防救援
人员仅用了约15分钟就赶到了现
场，为处置火情争取了宝贵时间。
由于扑救及时，此次火灾未造成更
大的影响。

救火路上消防车遇堵
“铁骑”开道近10公里

智能路灯

增湿降尘

本报讯（记者 赵科科）“轻
轻咬一口满嘴都是肉，越嚼越
香，下饭特过瘾。”平日里想吃的
时候，市民可以买点香肠来解解
馋。立冬过后，天气渐寒，部分
菜场做香肠的摊位又开始热闹起
来了。近日，记者先后来到城区
巍星路菜场、富巷菜场和桐江桥
菜场，在走访中发现，巍星路菜
场有一家经营户开始制作香肠，
其他菜场的经营户纷纷表示还要
再等等。

在巍星路菜场 93号摊位上，
记者看到8个红色的塑料大盆里放
着正在腌制的猪肉，上面纸片上标
注着猪肉的重量、口感和加工费等
信息，而在摊位的架子上挂着4份
已经做好的香肠。

市民陈女士拎着一大袋猪肉
前来加工，选择了大众口味：微
甜不要辣。“之前已经来问了好几
次，今天知道这里开始制作香
肠，我就过了来，等把香肠拿回
家晾晒至八成干，就可以蒸着吃

了。”每年都会过来做手工香肠的
陈女士说。

经营户郑女士一边灌肠一边介
绍，“顾客都是别处买新鲜的夹心
肉，然后到我们这来加工制作。根
据个人喜好，香肠的口味分5种，
可供选择。加工费是14元/公斤，
如果需要烘干、真空包装的话再多
加6元/公斤。”

“去年这个时候，天气比较
冷，做香肠的人比较多。而今年由
于前期天气比较暖和，今天才开始
做香肠，知道的人不多。等过段时
间，人们会陆陆续续上门找我做香
肠的。”郑女士说，“等气温稳定在
20℃以下，会迎来做香肠的旺
季。”

随后，记者来到富巷菜场和
桐江桥菜场，未发现做手工香肠
的摊位。记者从菜场负责人处了
解到，做香肠的每年都有，目前
还没开始。等天气再冷一些，制
作手工香肠的摊位自然就会多起
来。

据了解，手工香肠是我国传统
肉制品，最早可追溯到夏朝，距今
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成为中华特
色饮食文化的一部分。但是，手工
香肠毕竟也是腌制品的一种，在腌
制、发酵的过程中，可能会产生亚
硝酸盐，营养成分也会随之流失，
故不宜多吃。

手工香肠开始制作了

本报讯（记者 张云霞） 近
日，梨洲街道白云社区积极开展形
式多样的平安法治宣传，掀起了平
安建设宣传工作热潮。

移动宣讲，让平安理念深入
人心。白云社区在各小区内开设
平安建设宣讲点，开展“平安小
课堂”活动，工作人员对群众进
行面对面宣传讲解，发放民法
典、平安建设、反诈骗、禁毒、
反邪教等宣传折页，引导居民扫
码参与宁波市“平安三率”问卷
调查，提高群众参与平安法治建
设的意识。

多阵地宣传，拓宽平安宣传
覆盖面。白云社区在辖区宣传窗
内张贴平安建设海报，在社区窗
口摆放宣传折页，积极利用宣传
展板进行民法典、平安建设等宣
传；通过社区电子屏滚动播放标
识标语，营造了“平安白云”的
浓厚氛围。同时，结合核酸检测

采样点人流量大、老年人多的特
点，该社区工作人员一边引导居
民有序排队，一边利用居民在排
队等候的时间，发放《致新老梨
洲人的一封信》等平安建设宣传
资料，向大家讲解平安三率、反
诈骗等知识。“以前不知道刷单就
是诈骗，今天，听了社区志愿者
的讲解，我一定提高警惕，并向
身边的人宣传，不给诈骗分子可
乘之机。”一位居民说。

“银辉”助力，让平安宣传更
“接地气”。连日来，白云社区银辉
志愿服务大队的志愿者向辖区内的
商铺发放平安建设宣传单、防盗骗
宣传手册、反诈安全手册等，用通
俗的语言宣传用火用电安全、疫情
防控、反诈APP等知识，提高居
民对“平安建设”的认识，增强居
民主动参与平安创建的积极性。银
辉志愿者表示，多宣传一人、多劝
导一人、平安建设就多一份力量。

白云社区：

平安法治宣传形式多

■本报记者 张敏

“在余姚市里，安全！”昨天下
午，从慈溪市红十字群狼公益救援
队传来好消息，低塘街道汤家闸村
走丢一夜的两个孩子在姚城找到
了，人都平安。

记者昨天从两个孩子的家长口
中得知，前天下午，两个孩子结伴
外出后没回家，刚开始，家长忙于
工作，没有发现异常。直到下午三
四点钟，两个孩子还没回家，家长
这才着急起来。“这两个孩子平时
也这样出去玩过，但都能按时回
来，没有像这样出去这么长时间还
不回家。”家长这样告诉记者。

发现孩子不见后，家长及时向
警方报了案，同时，又联系慈溪市
红十字群狼公益救援队和余姚红心
救援队以及其他社会力量。一时

间，救援队队员、泗门阳光义工、
汤家闸村的村民和村干部、市公安
局低塘派出所的民警和辅警，都加
入到寻人的队伍当中。

寻人的过程比较波折，由于两
个孩子走丢的地方是弄堂小巷，公
共视频也很少，直至昨天上午，从
公共视频里看到两个孩子最后出现
的时间是前天下午2点23分，地
点位于低塘街道汤家闸桥西侧。

“公共视频是我们视频员和救
援队队员一起找的，从家长报警的
时间开始一直找到了昨天凌晨2
点，都没发现有用的线索。”低塘
派出所一民警说。

前天晚上气温骤降，一夜没有
消息，孩子的家长都快急疯了。微
信朋友圈里寻人的消息传播开来
后，引起了姚城人民的关注，越来
越多的人自发加入到寻人队伍中。

昨天12点多，就在全城寻人
的时候，中山北路剑辉数控刀具商
行经营者陈剑辉看到了和寻人信息
上十分相像的两个小孩。

“我看到店门口有一个大孩子
骑着自行车带着一个小点的男孩经
过，因为我以前在广东待过，看他
们有点像广东小孩，再跟寻人消息
上的照片一对，发现还真像，所以
就去拦他们。”陈剑辉说。

第一次拦没拦住，两个孩子见
到陌生人警惕心很强，继续沿着环
城东路前进。为了追上两个孩子，
陈剑辉骑上电动自行车，一路急
追，终于在新建北路和环城东路十
字路口，拦住了正在等待绿灯通行
的两个孩子。

“我追上这两个孩子后，马上
联系了他们的家长，通过微信联
系，确认他们就是那两个走丢的孩

子。”陈剑辉说。
为确保两个孩子的安全，陈剑

辉将他们带回自己店里。得知他们
还没吃过午饭，陈剑辉又从附近小
店买来了八宝粥和旺仔牛奶，给他
们充饥。

过了五六分钟，孩子的家长和
救援队队员都赶到了陈剑辉的店
里。见到安然无恙的孩子，家长激
动不已，连连向陈剑辉表示感谢。

“我这是举手之劳嘛，这事发
生在谁身上谁都着急。”陈剑辉说。

“大一点的孩子正处于青春叛
逆期，在这个特殊时期，家长要注
意教育的方式方法，遇事要耐心地
和孩子沟通。另外，对两个孩子离
家不归的行为，我们也进行了批评
和教育，告诉他们离家后要及时和
家长联系，以免家长担心。”低塘
派出所民警说。

低塘街道两走丢孩子找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