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街谈巷议

凡人风采

市民生活5 2024年3月13日
责任编辑：楼晓凌 电话：62738122

本报讯（记者 赵科科）记者
从市气象局获悉，明日起，我市以
多云天气为主，日平均气温将稳定
在10℃以上，进入气象学意义上
的春季。

今年入春的时间较常年推迟了
5天。自1961年有气象记录以来，
我市入春最早年份为2007年的2

月5日，最迟入春年份为1970年的
4月6日，平均春季日数为72天。

目前，北方的冷空气威力仍存
在。3月下旬至4月上旬，我市可
能还会有两三次冷空气“造访”。
3月15日，我市将迎来入春后的
首场雨水。不过，气温还算给力，
最高气温将再次冲击20℃。

我市明日入春

本报讯（记者 胡张远）随着
气温逐渐回升，厚衣服的“家庭地
位”直线下降，干洗店的冬装清洗
业务量明显增长。3月12日，记
者先后来到两家干洗店，店里挂满
了冬天穿的厚衣服，店主均表示：

“每年三四月是店里最忙的时候，
一天一般能收到几十件衣服，多的
时候上百件。”

这段时间，洗尚洗衣生活馆的
郭彩丽每天上午八九点开工，一直

要忙到凌晨。“生意忙，人手少，
还要保证洗衣质量，难免要‘开夜
工’。”郭彩丽说，最近，顾客送洗
的衣服基本上是厚羽绒服、棉服、
呢大衣、羊绒衫、羊毛衫等冬装，
大多有油渍、墨迹等，需要用不同
的耗材进行局部去渍。

说着，郭彩丽拿出一些待处理
的衣物，凭经验大致分类后，又查
看了衣物的“身份证”——水洗
标，上面是衣物的尺寸、面料成

分、洗护方法。接着，她开始做前
期处理，拿出4种洗涤剂，用涂、
刷、搓等方式进行局部去渍，随后
掏出一卷锡纸，将其中一件大衣的
纽扣包起来。她说：“金属纽扣和
贝壳纽扣洗前要用锡纸包起来，塑
料纽扣不能干洗，树脂纽扣水洗、
干洗都可以。”

郭彩丽有一本厚厚的笔记本，
写满了各种面料的特性、洗护方
法、注意事项等，让人忍不住感叹

“专业”。
除了洗衣，衣服“美容”，皮

具、鞋子保养，洗烫窗帘、床上用
品等，也在干洗店的经营范围内。

杨禄红的江南洗衣中心营业
10多年了，积累了一定的顾客。“1
月就忙起来了，洗窗帘、床单，春节
后更忙。按照往年的经验，过阵子，
我就得喊亲戚过来帮忙了。”杨禄红
说，“羊毛衫洗缩水了，污渍处理
不当把衣服弄得更脏了……送洗的
衣服什么问题都有，我会用专业的
方法帮顾客‘抢救’衣服。”

除了洗护衣物，杨禄红缝补衣
服的手艺也吸引了不少顾客。她
说：“打补丁、缝纽扣、修拉链、
改裤边……我以前是做衣服的，这
些都会。帮点小忙，我都不收费，
就算增值服务了。”

气温回升,干洗店迎来旺季

■本报记者 陆燕娜

“叶老太太，您现在是余姚百
岁老人中第二年长的。”“哈哈，真
的啊，那我开心的。人活着就要开
开心心！”近日，记者来到凤山街
道梦麟社区安山苑，告知叶荷花从
市民政局获悉的这一消息，她笑得
眯起了眼睛。

叶荷花出生于1919年，过完
年，106岁了，是目前我市高寿老
人中的“亚军”。初见老人时，她
正躺在床上休息。她的大孙女朱亚

芬说，近一年来，老人的身体和精
神状态不如前几年了，尤其天气寒
冷时，大多数时间在床上度过，

“但奶奶生活还可以自理，上厕
所、吃饭都可以自己来，我们只要
把一日三餐给她送过来，日常在一
旁看护她就好了”。

记者和叶荷花简单地聊了几
句，发现老人有些耳聋，但是思路
还算清晰。见记者拿起手机为她拍
照，她笑眯眯地坐起身子，对记者
说：“你给我拍照片啊，那我整理
一下衣服。”

叶荷花为人热情，十分勤劳又
爱干净。据她的小女儿朱再娣回
忆，老人年轻时，在外忙田间地头
的活，回家把家里收拾得井井有
条。老人还有一双巧手，织毛衣、
做棉鞋、包粽子等，样样拿手。

提及老人的生活习惯，家人
说，一直到前年，老人还坚持每天
早上五六点钟起床，到家门口锻
炼。饮食上，老人喜欢吃蔬菜，肉
类、海鲜吃得比较少。“我母亲吃
的都是当季蔬菜，年轻时吃她和我
父亲一起种的菜，现在吃她孙子种

的菜。”朱再娣说。
在家人的印象中，老人平和乐

观，无论遇到什么事，都表现得比
较沉稳。“我没见过爷爷奶奶吵
架，两个人和和睦睦，相伴到老，
是我们小辈学习的榜样。”朱亚芬
说。

俗话说：“家有一老，如有一
宝。”在安山苑，几乎人人都知道小
区里住着这么一位长寿老人。每每
说起，大家都表示羡慕：“老人能这
么健康长寿，福气真好！”目前，叶
荷花由小辈轮流照顾、尽心陪伴。

百岁老人叶荷花：人活着就要开开心心

本报讯（记者 陆燕娜）3月
8日上午，今年我市首个老旧小区
电梯加装工程在兰江街道江南新城
西区95幢三单元开工。

家住6楼的傅淑凤是该单元最
早提议加装电梯的，也是促成电梯
安装的“牵头人”。今年40来岁的
她虽然目前上楼爬梯没有太大的困
扰，但考虑到年迈的婆婆要过来
住，就有了加装电梯的想法。

去年7月，傅淑凤来到江南新
城社区，告知工作人员自己的这一

想法。随后，她与其他业主沟通，
得到了多数业主的支持。业主们还
结伴去我市已加装电梯的小区实地
考察。

“阿拉这幢楼三单元共6层，
有11户人家，大多数倾向于加装
电梯。经过多次协商，最终确定，
由2楼到6楼的9户人家按比例分
摊电梯的安装费用。整个过程还是
比较顺利的。”傅淑凤笑着说，“能
成功加装电梯，离不开大家的支
持，也是因为所有人都能设身处地

为他人考虑。经过这段日子的沟
通，阿拉楼上楼下的关系更加亲近
了。”

经过意愿征询、资金筹措、加
装方案公示及现场踏勘、联合会审
等环节，电梯加装工程正式动工，
预计今年5月底前竣工交付。该电
梯采用“半层入户”的方式，直达
每个楼层的休息平台，住户出电梯
后再爬半层楼梯就可到家。

“终于要装电梯了，我很激
动。总体来说，加装电梯是好事。

以后，我年纪大了，拿东西上下楼
会方便很多。”正在观看施工情况
的4楼业主张先生说。

记者从市住建局了解到，我市
既有多层住宅加装电梯工作开展三
年多来，已在保庆花园、云河绿洲
等老旧小区陆续加装了 19 台电
梯。今年，为顺利推动该项惠民工
程的落实，市住建局在我市多个既
有多层住宅小区及所属社区加强宣
传，并将结合老旧小区改造，推动
小区成片加装电梯。

今年我市首个老旧小区电梯加装工程动工
有业主说，因为加装电梯，楼上楼下的关系更加亲近了

3月11日，凤山街道凤山社区
举办“趣味运动展风采 活力满满
迎春日”活动，居民们参加了兜
球、夹弹珠、套圈等项目的比赛，
丰富文化生活，增进邻里友谊。

记者 黄静波摄

趣味运动展风采

活力满满迎春日

本报讯（记者 俞冰）3月11
日中午11点左右，一位头部包着
纱布的老人来到阳明街道龙泉社
区，握着社区网格长毛丹斌的手，
连声表示感谢。

当天上午8点半左右，老人骑
着电动自行车，经过老西门路和舜
水南路的交叉口时，由于下雨路面
湿滑，不小心摔倒，导致头部受
伤。见有人摔倒，正在网格内检查
电动自行车违规停放问题的毛丹斌
连忙上前，将老人的电动自行车移

到路边，并扶老人坐下。“身上还
有什么地方痛？记不记得家里的电
话？”毛丹斌一边为老人撑着伞，
一边询问受伤的情况。见老人意识
清晰，毛丹斌悬着的心才放了下
来。随后，他根据老人提供的信
息，熟练运用“一张网”系统，联
系到老人的家属。

不久，老人的家属赶到现场，
将她送往医院就医。包扎好伤口，
老人特地到社区找毛丹斌，表达感
激之情。

雨天路滑老人摔倒 网格长及时伸援手

近日，宁波市慈善总会、宁
波晚报和宁波报达物流配送有限
公司联合推出了“晚报来敲门”
公益活动，投递员每天兵分几
路，探望508位独居老人，并派
送《宁波晚报》，随时了解这些
独居老人的日常生活状况。

今天，在我们身边，总有一些
老人，他们或许因为年事已高，或
许因为亲人不在身边，独居在家，
显得有些孤独。他们渴望的，可
能只是有人能时常来看看他们，
和他们聊聊天，听听他们的心
声。我们每天去敲敲独居老人的
家门，这样的行动看似微不足
道，却能让独居老人感受到被人
牵挂的温暖和社会各界的关爱。

不可否认，在现代社会，许
多人往往因忙碌而忽视了与他人
的真实交往，习惯通过电子设备
与人交流，却忘记了面对面的沟
通带来的温暖与真实。敲敲独居
老人的家门，与他们面对面交
流，不仅能让我们更加了解他们
的生活与需求，也能让我们感受
到生活的意义和奉献的价值。老

人是社会的宝贵财富，他们经历
了岁月的洗礼，积累了丰富的人
生经验和智慧。通过与他们交
流，我们可以从他们的生活经验
中汲取智慧，为我们的人生提供
指导，可谓一举两得。

当然，每天敲敲独居老人的
家门，虽是举手之劳，却需要付
出时间、精力和耐心，要坚持不
懈地做下去，并非易事，需要社
会各界的支持与配合，比如通过
社区组织、志愿者团队等，将这
一行动落到实处，让更多的独居
老人受益。

每天敲敲独居老人的家门，
不仅是一项公益行动，更是一种
奉献精神，还是对生命的尊重、
对人性的关怀。在这个人人都显
得非常忙碌的时代，我们必须记
住，这些独居老人需要的，不仅
仅是物质上的照顾，还有情感上
的陪伴与关怀。让我们从自身做
起，每天敲一敲独居老人的家
门，用我们的行动去温暖他们的
心灵，让这个社会充满更多的爱
与关怀。

请每天敲敲独居老人的家门
小文

本报讯（记者 张敏）租房一
事与市民的生活息息相关，围绕租
房产生的问题各种各样。近日，家
住马渚镇某村的俞女士诧异地发
现，收租金的时间到了，租客却联
系不上了。

去年，俞女士将自有房屋出租
给外来务工人员张某夫妇，双方约

定以“先住后付”的方式按月支付
房租。今年2月初，快到农历新年
了，俞女士询问张某夫妇，年后是
否续租。张某夫妇明确表示，年后
还要在余姚务工，将继续租俞女士
的房子。春节过后，到了约定支付
房租的日子，俞女士却联系不上张
某夫妇了。

多方打听后，俞女士认为，张
某夫妇故意对自己避而不见。为了
要回租金，她来到该村调委会寻求
帮助。

调解员接到申请后，了解到张
某妻子的舅舅何某也租住在该村。
考虑到张某夫妇财物保管问题及俞
女士的房子出租问题，该村调委会

主任及时向何某了解情况。何某经
张某父亲同意，代张某夫妇参与调
解。

调解过程中，众人了解到张某
夫妇因私人原因无法返回余姚。随
后，调解员从法律角度分析双方的
权利与义务，然后从情理角度引导
双方理解对方的立场和感受。“承
租人应当按规定支付房租等费用，
若无法续约，应当提前告知出租人
并将出租房恢复原状。”调解员说。

在调解员的耐心调解下，双方
达成一致：在一定期限内，由何某
将租房内张某夫妇的财物搬离，并
支付此前的房租和水电费等费用，
此后双方无涉。

收租金的时间到了，租客却不见了

本报讯（记者 俞丽丹）双黄
蛋很多人见过，但你见过三黄蛋
吗？近日，市民章先生给记者发来
一张有3个蛋黄的鸡蛋照片。

当天早上，章先生准备蒸蛋，
磕开一枚鸡蛋，看到里面有3个
蛋黄。第一次见到三黄蛋，他觉得
很稀奇，赶紧拍下来。“这枚鸡蛋
未磕开前像鸭蛋一样，特别大。”
章先生说，“原以为是双黄蛋，没
想到是三黄蛋。”

据悉，这枚鸡蛋是章先生的母
亲傅阿姨饲养的母鸡下的。去年
初，家住陆埠镇沿溪村的傅阿姨在
市场里买了10多只小鸡养在院子

里，每天喂米饭、菜叶等。去年年
底，几只母鸡开始产蛋。前段时
间，傅阿姨在给鸡喂食时，看到一
枚鸡蛋特别大，就收了起来，周末
儿子来时让其带回家吃。

记者咨询相关专家后了解到，
三黄蛋十分少见，其形成可能与母
鸡受到惊吓或者营养过剩有关，3
个卵细胞同时进入一个蛋壳。三黄
蛋的品质与普通鸡蛋无异，可以放
心食用。

三黄蛋三黄蛋？？稀有稀有！！

近日，梨洲街道东朝街社区组织社区工作人员、党员和居民志愿者开展
清洁家园专项行动。大家动手清理小区卫生死角，劝导不文明行为，共同提
升社区环境面貌，倡导文明健康、绿色环保的生活方式。 记者 苏英英摄

清洁家园清洁家园““净净””行时行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