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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陈敏

穿着防护服，戴着防护口罩，
挥动着手中的消杀“武器”，奔走
在城市的角角落落，对蚊蝇鼠蟑进
行“地毯式”消杀⋯⋯这就是有害
生物防制员的日常工作。

昨天，宁波市有害生物防制协
会举行成立 20 周年庆祝会，记者
从会上获悉，目前宁波有近 2000
名有害生物防制员。这支专业化队
伍中，高级工比例已经超过 30%，
还涌现了一批浙江省“金蓝领”、
宁波市首席工人。

随着全球气候变暖，交通物流

发展及城市化快速推进，蚊类、蜱
虫等病媒生物分布范围持续扩大，
媒介生物传染病的流行强度逐年上
升，全球每年有 10 亿多人感染媒
介生物传染病，100 多万人因此死
亡。有害生物防制员就是专门负责
预防和控制老鼠、苍蝇、蟑螂、蚊
子等有害生物的，他们在日常生活
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背起喷雾机去喷药，拿起工具
去捕捉蚊蝇鼠蟑。在外人看来，这
份工作挺简单，但其实专业性很
强。曾负责杭州第 19 届亚运会象
山亚帆中心虫媒生物防控的倪诗国
告诉记者，以蚊子为例，普通人眼

中的蚊子就是会咬人的飞虫，而有
害生物防制员关注的是，蚊子携带
的是登革热病毒、乙脑病毒还是疟
疾病毒⋯⋯

除了承担日常的捕捉蚊蝇鼠蟑
工作之外，有害生物防制员还大量
参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现场消毒工
作，在每一次疫情、大灾面前，他
们都冲在第一线，为家园安全、人
民健康筑起坚实的防线。

2013 年 ， 受 23 号 台 风 “ 菲
特”影响，宁波大面积积水内涝，
200 余名有害生物防制员临时组建
抗洪救灾消杀突击队，义务出动
2800 余人次，投入消杀药品 10 余

吨、器械 50 余台，消杀面积达到
150 万平方米，确保了大灾之后无
大疫。新冠疫情防控期间，广大有
害生物防制员更是化身为“消毒卫
士”，他们背着沉重的消毒器械，
在医院、隔离酒店、社区、垃圾场
等场所奔走忙碌。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当下人们
越来越注重健康，对鼠虫害的容忍
度越来越低，对住宿、餐饮等公共
场所出现的鼠虫害更是零容忍。有
害生物防制员这一职业正越来越受
重视，大批本科以上学历人员纷纷
加入其中，这支队伍的专业化水平
也越来越高。

对蚊蝇鼠蟑进行“地毯式”消杀

宁波活跃着近2000名“四害克星”

昨天，鄞州区福明街道和城社区党群服务中心联合“和韵社”巧手
联盟和工会开展送温暖活动。社区网格员组织巧手联盟的志愿者编织围
巾，并准备冬日呵护礼包，为小区垃圾分类桶边督导员、文创志愿者等
送去围巾、暖贴、护手霜等物资。 （陈结生 褚燕玲 徐波 摄）

记者 孙佳丽

检查餐具、布草、桌椅是否整
洁并摆放妥当，确认顾客预订信
息⋯⋯昨天上午 9 时，东福园饭店
鼓楼店前厅服务员张前进打完卡，
就投入店里的开档工作中。

这样的工作，他已经重 复 了
两 年 半 。 开 档 工 作 的 最 后 一 步 ，
他会把目光投向每一桌的白色公
筷上。

“我原先在外地的一家烤肉店
工作，对公筷公勺的概念并不了
解。”张前进回忆说，来宁波后，
他敏锐地感觉到公筷公勺宣传氛
围 之 浓 厚 ， 入 职 东 福 园 饭 店 时 ，
培训课程中有部分内容就涉及公

筷公勺。
记者在店内看到，每一桌放置

了公筷，每道热菜上桌时都配有公
勺。

“我们店的顾客大部分是中老
年人，两年前有不少顾客提出疑
问，为什么一张桌上多了这么多筷
子，还是特别显眼的白色筷子。这
时候，我们参与过的培训就发挥了
作用。”张前进说，他会耐心地告
知顾客使用公筷的意义，演示公筷
的标准用法，并在顾客用餐时提醒
使用公筷公勺。

“ 从 卫 生 角 度 来 看 ， 使 用 公
筷公勺能有效减少疾病传播的风
险；从文明角度看，使用公筷公
勺有助于培养良好的饮食习惯和

餐 桌 礼 仪 。 但 饮 食 习 惯 和 餐 桌
礼 仪 的 养 成 需 要 一 个 过 程 ， 公
筷 公 勺 的 使 用 也 是 如 此 。”张前
进说。

让他感到欣喜的是，他和同事
的努力带来了很大的变化：在东福
园饭店鼓楼店，公筷公勺的使用率
已经从两年前的 40%提升至如今的
80%以上。

不仅是在工作中，生活中张前
进也潜移默化地成为公筷公勺的宣
传者，和亲友们聚餐，他就座后的
第一件事就是找公筷。

“朋友总开玩笑，说我都形成
条件反射了。不过，使用公筷公
勺 ， 确 实 已 成 为 我 的 日 常 习 惯
了。”张前进挠了挠头，转身又进
入工作状态。

使用公筷公勺，已成日常习惯

餐桌文明是一个城市文明的
缩影，用餐时，每一双筷子都藏
着礼仪的奥秘。

张前进这样的服务员在宁
波有很多，他们既是文明用餐
的宣传者，也是实践者、监督
者，用行动展示着甬城文明用餐
形象。

不过，摒弃“一双筷子吃天
下”的旧习，需要多方共同努
力。打赢这场舌尖保卫战，不能
只是餐饮企业有主动服务意识，
还需要相关部门帮助和督导餐饮
企业规范服务，需要媒体加大宣
传力度，更需要每一位市民的参
与。

记 者 手 记

在宁波,看见文明中国
我的有礼故事

本报讯 （见习记者王佳辉
通讯员宣佳含） 前天，来自四川
省凉山彝族自治州越西县的首批
43 名彝族务工人员，乘坐大巴
抵达宁波瑞孚工业集团有限公
司。经过登记、参观、试岗，他
们在老师傅的带领下正式上岗就
业。

“我们刚刚过完彝历新年，
正 打 算 找 一 份 待 遇 好 的 工 作 ，
听说宁波江北这边的企业不仅
工资高，还管吃管住。”越西务
工 人 员 俄 尔 五 哈 兴 奋 地 说 ，

“在我们老家，每月挣两千来块
就不错了；在这里，我们每月能
赚六千多元，干得好还有额外的
补贴。”

宁波瑞孚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人力资源招聘经理姜曼菲介绍，
该公司全年订单量持续饱和，没
有明显淡旺季之分。随着春节临
近，许多工人选择提前返乡，公
司面临人手短缺问题。

“彝历新年通常在每年 11 月，
与春节相差两三个月，这段时间正
是企业全力抢订单、拓销路、忙生
产的关键时刻。”姜曼菲表示，“今
年过年时，这些彝族员工将坚守岗
位，有效缓解我们的用工压力。”

今年以来，江北与越西两地持
续深化东西部劳务协作，深入挖掘
越西籍劳动者的就业潜力，开展

“订单式”培训，以提升他们的就
业技能。如今，越来越多的越西劳
动者产生了来甬就业的意愿。

如何让越西同胞农历春节期间
在江北安心工作、舒心生活？江北
区人社局相关负责人说：“除了给
予丰厚的爱心补贴外，我们还携手
企业，共同为大家准备了年夜饭，
并安排了看电影等丰富多彩的文娱
活动。”

“在新的一年里，我会和丈夫
一起努力工作，多赚些钱，改善家
庭生活。”首次来到江北的木出尔
哈莫满怀期待。

彝历新年后

江北迎来首批彝族务工人员

记者 龚旭琪

“当一艘船沉入海底”，蓝色深
海埋藏着众多遗址和文物。

海里藏着什么样的秘密？水下
文物发掘和陆地上有何不同？这些
文物又该如何保护？对于记者的一
连串疑问，宁波市文化遗产管理研
究院水下遗产中心主任金涛博士一
一进行了答复。

2008 年，金涛从北京大学考
古文博学院文物保护专业毕业，加
入宁波市文物考古研究所 （现宁波
市文化遗产管理研究院）。工作一
年后，通过选拔参加了第五期全国
水下考古专业人员培训，成为全国
水下考古大家庭中的一员。

水下考古队员培训分为两个阶
段：第一阶段是潜水培训，先在泳
池里学习潜水技能，再到大海里进
行各类潜水训练；第二阶段是水下
考古实习，到水下遗址参与调查、
潜水探摸、仪器探测、考古发掘等
实践工作。

从泳池转变到海水环境，需要
克服一道心理关。“水下考古所在
的海域通常比较浑浊，能见度很

低，有时甚至伸手不见五指。”金
涛一边说，一边用手比画着能见度
范围。

培训结束后，金涛参与的第一
个大项目是广东汕头“南澳Ⅰ号”
沉船发掘保护工作。这处水下沉船
遗址出水文物众多，有数万件甚至
数十万件。“漂浮在遗址上方，一
点一点游动，可以看到船舱里成摞
成摞摆放完好的瓷器堆积，感觉就
跟刚放上去似的。”金涛告诉记者。

不过，水下考古受天气、潮
汐、洋流等不确定因素影响很大，
其水况条件也难以跟休闲潜水区域
相比，多是水浑流急风浪大。另一
方面，金涛和同事还得时时提防水
下的“不速之客”。

“有些水母特别毒，即使是碎
掉的水母须扫过脸上裸露的皮肤，
也像被绳子用力抽了一下，有触电
的感觉，之后会留下一道痕。”金
涛说。

参与水下项目时，金涛往往身
兼数职，既要作为水下考古队员深
入水下进行抽泥、搬运、测绘、拍
照，又要作为科技保护人员为出水
文物进行采样、检测、保护、修

复，可以说集研究人员、技术人员
和水下民工于一身。

从发掘到出水，文物提取环节
的 保 护 措 施 至 关 重 要 。 2022 年 ，
金涛参与福建漳州圣杯屿元代沉船
考古工作，碰到了如何提取沉船上
残存竹篾和缆绳的棘手问题。“由
于在水下埋藏的时间过长，像竹
篾、缆绳这样的有机质文物尽管外
形还在，但是用手直接触碰就会散
掉。”金涛说。

“后来，我们在船上将特定化
学试剂加热，待其溶解成液体后再
带下水，把它浇到脆弱的文物上。
降温后，这种化学试剂会固化成保
护壳，这样就可以把文物整体带出
水。”

操作时，需要在文物外侧制作
围堰，也就是在文物上面盖一层透
明的亚克力板，再通过漏斗把化学
试剂倒进去，使其更好地附着在文
物上。等试剂凝固后，还需要对保
护壳进行二次加固，以确保脆弱文
物可以安全提取出水。“每次潜水
的时间只有 20 分钟左右，这些流
程需要两到三次潜水才能完成。”

完成出水文物现场保护，只是
“走完了第一步”。2014 年，金涛
参加宁波“小白礁 I 号”沉船船体
发掘项目。“对于大型海洋出水沉

船船体，如果要开展后续的研究、
展示和利用，还要在实验室内进行
脱硫脱盐、填充加固、干燥定型、
复原研究、安装复原等一系列工
作 。” 金 涛 介 绍 ， 这 些 船 只 体 量
大、数量多、病害类型复杂，其保
护处理一直是个世界性难题。

在“小白礁Ⅰ号”沉船船体保
护工作中，金涛作为技术负责人，
秉持着“发掘与保护并重、保护与
展示并举、多学科介入、多团队合
作”的理念，实施了“小白礁Ⅰ
号”沉船船体保护修复一期项目，
开创了全省海洋出水文物纳入国家
重点文物保护专项的先例。

借助我国首个国家水下文化遗
产保护基地——国家水下文化遗产
保护宁波基地建成投用的良好契
机，宁波基地的沉船修复区内专门
建造了用于大型沉船脱硫脱盐的浸
泡池，并配备了一系列沉船保护专
用设备，推动了宁波文物科技保护
事业的跨越式发展。

“‘小白礁 I 号’借鉴了国内
外沉船保护的经验和教训，采取边
保护边展示边修复的理念。”金涛
说，“不断地遇到新问题，我们就
不断地去解决，为国内外的相关研
究提供‘宁波实践’与‘宁波方
案’。”

金涛：水下考古要发掘与保护并重
宁波考古人

织爱心围巾，送温暖礼包

记 者 沈孙晖
通讯员 王岳森 郭力

“还是和上次一样，刘海留短
一点？”昨天上午，第一名“顾客”
刚一落座，方幼儿便和对方聊开
了。镇海区澥浦镇残友家园的一
间临时理发室里，不时传出她和

“顾客”的谈笑声。
这是一场特殊的义剪。因为

理发师方幼儿和“顾客”都是残障
人士。

方幼儿是澥浦镇觉渡村村
民，今年 55 岁。她的工作，就是在
村口自家理发店里忙活。凭借精
湛的技艺、暖心的服务和实惠的
价格，她成了当地有口皆碑的理
发师。

天有不测风云，36 岁时，一
场突如其来的车祸改变了她的人
生。在病床上昏迷一个多月后，方
幼儿虽然保住了性命，但落下了
肢体残障，被认定为四级残疾。

从车祸中死里逃生后，方幼
儿在家整整休养了 4 年。家人劝
她，不如把理发店关掉，保养身体
要紧。

“那段时间，很多老顾客来看
望我，其中就有一些残障人士和
经济困难的老人。正是他们的鼓

励，让我重新鼓起了生活的勇气。”
方幼儿说，哪怕是为了他们，理发店
也绝不能关门。

于是，40 岁那年，方幼儿又拿
起了熟悉的理发工具，“转型”成为
一名爱心理发师，残障人士、困难人
群来她店里，都能免费理发。“有些
人看我不肯收钱，硬是留下 5 元、10
元，说是当作水电费，这让我很感
动。”

方幼儿的爱心义剪不局限在理
发店里，她还加入当地的志愿服务
队，以残助残，奔赴一场场从“头”开
始的“美发之约”。

每周一上午，方幼儿的理发店
会定期“关张”。她带着理发工具来
到周边村子，和其他志愿者一起做
公益服务。每个月中旬，她还会来到
澥浦镇残友家园，定时定点为这里
的残障人士理发。

此外，方幼儿还提供“私人定
制”服务。“有些残障人士，或是上了
年纪的老人，他们行动不便，出不了
门。我把电话号码给他们，需要理发
了来一个电话，约好时间，我骑着电
动自行车上门为他们理发。”

据不完全统计，15 年来，方幼
儿已为近 300 名残障人士和经济有
困难的人免费理发，爱心义剪服务
1 万余人次。

残障理发师的15年“美发之约”
凡人星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