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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 者 沈孙晖 沈天舟
通讯员 甬轨君

前天夜晚 11 点 50 分，地铁
早已送完最后一班乘客，结束了
一 天 的 “ 奔 波 ”。 此 时 ， 正 是

“00 后 ” 轨 道 维 护 员 陈 紫 阳 的
“夜诊”时间。

“检查锤用来检查螺栓扣件
是否紧固，扭力扳手用来检查松
动的螺栓⋯⋯”这位陕西姑娘一
一介绍着自己工具包里的“诊疗
工具”。记者用手一拎，工具包
沉甸甸的，重量超过 5 公斤。

背着如此沉重的包，当晚小
陈 要 在 轨 道 上 步 行 5.7 公 里 左
右，从 3 号线明辉路站一直巡检
到高塘桥站。路程看似不长，但
记者得知她要在区间检查 6 组道
岔、8000 多根轨枕、3 万多个扣
件螺栓、80 组标志标牌时，顿
感女孩肩上的任务“沉甸甸”。

“白天地铁处于运营状态，
钢轨、扣件、道岔等轨道设备都
承受着巨大负荷，所以午夜到次
日凌晨 3 点是检修的窗口期。轨
道检修是门精细活，毫厘之差都
可能影响列车运行的平稳性。”
小陈笑称自己是一名负重夜行
者。

打开头灯，下到轨道，小陈
开始了当晚的“夜诊”。只见她

一手拿着检查锤轻轻敲击轨道扣
件，一手拎着扭力扳手。不停地
弯腰、起身，成了她的“标志性
动作”。

“我们通过手感和目测，判
断扣件是否松动。你看，这颗螺
栓 就 有 问 题 。” 发 现 “ 病 灶 ”
后，小陈俯下身，用扭力扳手扣
住螺栓，往顺时针方向用力拽
动，螺栓顿时发出“嘎嗒”一声
响。“这个声音代表螺栓扭力达
标了。”她说，如果螺栓长期松
动，地铁经过此处钢轨时可能会
产生晃动。

原以为深夜巡道最大的考验
是累，其实“抗暑”的压力也不
小——晚上气温较白天虽然低了
不少，但高架轨道下方的水泥地
开始“蒸腾”散热，连吹来的风
都带着“黏黏糊糊”的闷湿感，
丝毫没有凉意。此时的小陈脸上
已汗水直流，刘海湿漉漉地搭在
额头上，背上衣服早已湿透。

“你看，头顶有月亮，耳畔
有蝉鸣、蛙唱、鸟叫，其实也挺
有‘诗情画意’的。”她的话语
中透着乐观，手中检查锤敲击钢
轨的“叮叮”声，沿着轨道向远
方轻轻传导，像是在为自己伴
奏。

但这份“诗情画意”，偶尔
也会被惊吓打扰。“记得第一次
独立巡检时，我刚走了 1 公里，
看见钢轨上有条‘绳子’，走近

一看，才发现是一条死蛇，吓得我
腿都软了。我努力让自己不乱想，
按照师傅教的巡检标准，圆满完成
了任务。”那次经历，小陈至今记
忆犹新。

离终点高塘桥站还剩 1 公里多
时，真正的“烤验”来到了。进入
隧道区间，空气仿佛一下子凝固
了，耳边的蝉鸣鸟叫也画上了“休
止符”，闷热感扑面袭来。小陈丝
毫不介意手上的劳保手套已沾满污
渍，径直擦去脸上的汗水，然后手
扶头灯“眼观六路”。

“我们要查看隧道顶壁是否渗
水、漏水，轨道两侧水沟是否堵
塞。因为钢轨碰到水，容易被锈
蚀 。” 小 陈 说 ， 轨 道 维 护 员 既 要

“治已病”，更要“防未病”。
巡检至高塘桥站附近时，小陈

低头查看了一会，随即从背包里拿
出记录本，认真做起了“笔记”，
并用石笔在道床上标注醒目的箭头
符号。

顺着小陈头灯的光线，记者
发现原本被垫在钢轨下方的胶垫
已脱出，若不及时修复，地铁经
过时可能会有震动感。“做标记是
为了方便后续维修。我们要像医
生写病历一样，在记录本上详细
标 注 位 置 、 症 状 和 ‘ 初 诊 ’ 原
因。”她说。

到昨天凌晨 3 时左右，小陈的
“夜诊”才结束，但这只是她当晚
工作的“上半场”。“我们要汇总当

天的巡检情况，然后协同给区域管
辖工班，确保每一个问题都能得到
及时‘治疗’。”为此，她和同组同
事通常会在该区域驻点，并保持随
时待命状态，直至清晨第一班地铁
运营，才搭乘列车返回。

在人们传统观念中，轨道维护
员更像是男性的“专属领域”。但
工作满 3 年的小陈，希望自己用行
动消除世人的成见。“相对来说，
细心、细致是我们女性的优点。这
份工作磨炼了我的韧劲，增强了我
的责任心。我希望通过自己的努
力，让地铁运行更平稳、乘客体验
感更好。”

“00后”姑娘“夜诊”轨道

记 者 王晓峰
通讯员 史杰柯 罗校校

天气炎热时，戏水降温成为
许多人的选择。设立戏水区，既
满足了群众的现实需求，又兼顾
了安全——不仅让“童年的快
乐”得以回归，还能有效减少野
泳等行为，从而降低溺水事故发
生概率。7 月 15 日下午 2 点半左
右，记者来到余姚市陆埠镇了解
防溺水工作落实情况。陆埠镇地
处余姚东部，拥有超百条大大小
小的河道溪流、近 90 座山塘水
库。丰富的水域资源，给防溺水
工作带来不小的压力。

“暑假开启前，我们就开展
过一轮防溺水行动，重点检查救
生装备的完好情况。最近一段时
间，大量‘小候鸟’来甬，镇政
府、公安、村社联合加强对孩子
及其家长的防溺水宣传教育。”
陆埠派出所相关负责人告诉记
者，近期他们也调整了勤务，协
同各方力量加强对水域周边的巡
查，及时劝阻野泳人员。

他还向记者透露，辖区内设
有专门的戏水区域——撞钟山

“龙鳞坝”，这有效“分流”了他
们的压力。“以往，野泳现象较
为普遍，巡查劝阻人员虽然很忙
很累，但工作成效不大。自从戏
水区建成后，野泳现象随之减
少。”

随后，记者随同巡查劝阻人
员来到了位于钟山红色主题公园

附近的撞钟山“龙鳞坝”。记者
看到，这里救生装备基本齐全，
还配备了一艘小船以备不时之
需。来此戏水的群众络绎不绝，

“亲子同游”现象尤为普遍。尽
管尚未到下班时间，此处已呈现
人员爆满的现象。

有三名辅警巡逻至此，看到
有人游过“安全线”，立即掏出
大喇叭，站到石阶上不断喊话：

“那两个套游泳圈的，你们出线
了，赶紧回来⋯⋯”

“这边水域较深，确实存在
危险。”现场有市民向记者表示

他们自幼在这片水域附近长大，深
刻 感 受 到 这 里 发 生 的 巨 大 变 化 。

“从小我们在这里游泳，后来这里
禁止戏水，我们只能悄悄地下水游
泳，甚至等晚上没有巡逻人员后再
下水。危险确实存在，以前我就听
说这边发生过溺水事故。”

说着，这名市民就情不自禁地
为戏水区竖起了大拇指。他说，几
年 前 政 府 对 这 片 水 域 进 行 改 造 ，

“龙鳞坝”应运而生，配备了各种
安全设施，并有专业的安保人员驻
守，同时设有深浅两个水区，可以
满足群众的不同需求。“现在，我

也不去其他地方野泳了。带着孩子
时，我们会选择在浅水区嬉戏；独
自一人时，我就会前往深水区畅游
一番，感觉童年时游泳的快乐又回
归了。”

在接受采访时，巡查劝阻人员
也提出了一些建议，希望记者转达
给相关部门：开展防溺水巡逻时，
利用带有机巢、能自动规划线路的
自动巡航式无人机，能高效发现野
泳现象，帮助一线人员织密“安全
网”。他还建议，在危险水域周边
可以投放一批竹竿，用来替代总是

“丢件”的救援伸缩杆。

筑起防溺水“安全网”

这片戏水区让“童年的快乐”回归

陈紫阳用检查锤敲击轨道。
（沈天舟 摄）

记者 钟海雄 实习生 王紫嫣

近日，有网友通过宁波民生
e 点通群众留言板发帖反映，江
北区慈城镇御章府小区 72 幢西
边围墙严重开裂。“不但墙体存
在安全隐患，且墙体开裂导致护
栏变宽，外人可从缝隙处钻进
来，小区安全难以保障。”该网
友为此很是心焦。

7 月 14 日，记者前往御章府
小区查看情况。网友反映的小区
位置是一块长方形草地，两边筑
有栅栏式围墙，长约百米。开裂
的围墙位于小区西面，可以清晰

地看到墙体有多处裂缝，其中三
条为较明显的贯穿性裂缝，且部
分墙体已有轻微错位。记者看
到，部分开裂墙体曾做过维修和
粉刷，但有几条裂缝依然较大，
铁护栏和墙体已经分离，形成豁
口，存在一定安全隐患。

据 了 解 ， 御 章 府 小 区 于
2021 年 11 月交付，至今未满四
年。对于开裂的围墙，不少业主
表示担忧：夏天大风大雨的天气
较频繁，而围墙开裂这么严重，
安全隐患不小，希望能尽快修
复。业主王女士说，围墙开裂已
经很久了，小修小补总不是办
法，最好能彻底解决。

随后，记者找到小区的物业

公司。一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他
们判断墙体歪斜开裂主要是由于围
墙基础不均匀沉降导致的。目前物
业公司已将此情况上报并在推进维
修方案的制订，此外，他们对部分
裂缝进行了一些修补，但这些只是
临时举措。

据该工作人员介绍，去年下半
年就有业主投诉该处围墙开裂的问
题，此后开发商来修过一次，但问题
未得到彻底解决。今年 3 月，物业公
司再次接到业主的投诉，当月下旬，
他们安排工人进行过一次整修。

当日晚上 7 点半，记者再次来
到现场，发现几条贯穿的裂缝刚整
修过，新加注的水泥浆还未完全干
透，摸上去手感微湿。据了解，当

天下午，物业公司组织施工人员对
围墙上几条大裂缝进行切割，并注
入水泥实施加固。

记者从慈城镇了解到，御章府
小区的道路、围墙保修期是两年，
现在已过了保修期，实施维修需要
动用小区的专项维修资金或者小区
的公共收益金。为保障安全，小区
物业公司对围墙进行了临时加固处
理。接下来，慈城镇相关部门会联
合属地社区，督促小区业委会和物
业公司尽快制定维修方案，维修方
案待业主代表大会表决通过后将抓
紧实施，尽快解决围墙开裂问题。

发现身边问题，请您继续通过
以下方式反映：

1、拨打热线81850000；
2、打开甬派 App，在下方“问

政”栏目留言；
3、微信搜索“nb81850”，关注后

直接留言；
4、打开中国宁波网，登录宁波

民生e点通群众留言板。

小区围墙严重开裂，部分墙体出现轻微错位

江北御章府存安全隐患
帮办行

清凉行

安全行

辅警正在喊话劝说“越线”游泳的市民。 （王晓峰 罗校校 摄）

记者 王博 通讯员 任赛帅

“来，小王，今年的绿豆汤加
了西米露，快来尝尝！”昨日下午
3 点，在位于鄞州区东胜街道姚
隘路上的一个快递网点内，“小山
村饭店”的老板娘周伏波热情地
给快递小哥派发冰镇绿豆汤。

刚送完单回来的快递小哥秦
广雷浑身湿透，汗珠挂满额头。
他接过绿豆汤“咕咚咕咚”，一
饮而尽。

这一份份带着心意的绿豆
汤 ， 周 伏 波 已 经 送 了 14 个 夏
天。从最初一天熬两大锅到如今
一天熬六大锅，从往年单纯的绿
豆汤到今年“升级版”的西米
露绿豆汤，每逢酷暑炎夏，为户
外劳动者、独居老人送上一份清
凉，成了她坚守的夏日约定。

2001 年，周伏波揣着所有
积蓄，在姚隘路开出“小山村饭
店 ”。 饭 店 主 打 宁 波 地 方 特 色
菜，因物美价廉，很快就攒下了
好口碑。

从开店那年起，每到冬夏两
季，饭店门口总会摆上一个大大
的保温桶。天寒时，桶里是热气腾
腾的驱寒姜茶；天热了，就换成清
凉的解暑凉茶。环卫工、快递员等
路过，谁渴了累了，都能随手接一
杯，喝得既舒坦又暖心。

“周老板娘的解暑汤，喝了
十年了！天热了就盼着喝这一
口！”当天下午，环卫工怀太武

放下扫帚，喝了一杯绿豆汤，又往水
壶里灌了一些。他表示，渴了就来这
里喝，跟自个儿家似的，很舒坦。

从前一天晚上开始，周伏波就
忙开了：绿豆提前泡发在清水里，
西米也按比例煮好晾着，就等第二
天动工。昨日早上 5 点，天刚蒙蒙
亮，她已经守在了灶台前。儿媳妇
柯艳也赶来帮忙。泡透的绿豆倒进
蒸锅，等慢慢蒸到八分熟后，再倒
进滚烫的铁锅里慢炖。炉火“呼
呼”地舔着锅底，厨房像个密不透
风的蒸笼。她们握着长柄勺站在锅
边，一刻不停地搅动——火大了怕
煳底，火小了又怕熬不出沙。手腕
转得酸了，就换一只手接着来。

六大锅绿豆汤，从蒸到炖再到
熬出绵密的细沙，周伏波和柯艳一
直忙到中午才全部弄好。稍凉后，她
们一起分装：透明杯子里先舀上绿
豆沙，再添上提前备好的西米，杯身
上仔细贴好“有糖”“无糖”的标签。

昨日下午 2 点，戎家社区党委
书记高素琼带着 20 多名网格员及
社区联合工会、浙江大学软件学院
的志愿者赶来帮忙送汤。

不过两个小时，400 份西米绿
豆汤就送完了。从街头到巷尾，从
年轻劳动者到老人，整个辖区都沉
浸在清清凉凉的甜意里。

14 年的坚守，从一个人的灶
台，到婆媳搭档的默契，再到一群
人的奔忙。周伏波的这碗绿豆汤传
递的早已不只是一份清凉，更是一
座城市的温情接力。

从一人熬汤到众人接力

饭店老板娘十四载“送清凉”

新闻

昨日，“碧海繁花——南海珊瑚礁探秘展览”在宁波帮博物馆开
展，这也是该博物馆针对青少年推出的暑期科普展。展览以科学与艺术
交融的叙事方式，通过270余件珍稀生物标本、生态场景还原，为观众
开启一场穿越碧波的奇幻之旅。该展览将持续至 10月 16日，面向公众
免费开放。 （唐严 朱晨雨 摄）

去博物馆探秘“碧海繁花”

记 者 陈章升
通讯员 邬丹盛 金艺

“这些灵芝正处于吐粉期。
你看，地膜上的棕褐色颗粒就是
灵芝孢子粉。”7 月 12 日，在浙
东药谷灵芝基地的一栋大棚边，
吴海生掀开棚膜一角，向记者介
绍道。

浙东药谷灵芝基地位于奉化
区大堰镇，吴海生是基地的管理
员。自从上月下旬以来，他每天
都会到灵芝大棚巡逻，并为灵芝
备好“一日三餐”。

“灵芝喜阴怕强光，因此每
个大棚上面都罩着遮阳网。”吴
海生告诉记者，近段时间天气闷
热，除了为灵芝补水，他还要做
好大棚的通风降温工作。

在大棚入口处，吴海生抬头
看了看电子屏显示的实时气温
后，开启棚内风扇，给灵芝降
温。

“气温一高灵芝就会停止吐
粉。”他说，最近，它们从晚上
10 点左右起吐粉，一直持续到
第二天凌晨，“灵芝的吐粉期大
约两个月，产量高的一朵可产 4
两孢子粉。”

孢子粉就是灵芝的种子。每
年 3 月，大堰的灵芝种植户会把
椴木锯成一段段，放入蒸炉蒸三
天三夜，冷却后再将灵芝种子放
进去发菌。

“将菌棒放至大棚种植坑，
覆土浇水，1 个月后就会长出小
灵芝。”浙东药谷灵芝基地工作
人员康荷燕介绍。

经 过 菌 蕾 期 、 开 片 期 后 ，
大 棚 里 的 灵 芝 在 6 月 下 旬 进 入
孢子粉喷发期。“灵芝种一年，

可以采收两年。为了保持土壤肥
力 ， 今 年 基 地 选 择 6 亩 地 种 灵
芝。”康荷燕告诉记者，为了让进
入“青春期”的灵芝在大棚里茁
壮成长，他们从 6 月中旬就开始
做准备工作。

据了解，到 8 月底，吴海生与
基地同事会带上小刷子等工具进入
大棚，刷取灵芝上的孢子粉，连同
地膜上散落的一起收好打包，运到
附近的空地上进行筛选、晾晒。

“我们会将晒好的灵芝孢子粉
装袋送至冷库冷藏。有需要时，再
运到指定厂家对其破壁。”吴海生
预计，6 亩灵芝今年可产 750 公斤
孢子粉。

灵芝被誉为“仙草”，其孢子
粉营养丰富。近年来，大堰镇以启
动宁波首个中药材产业山区共富项
目为契机，在南溪村建起浙东药谷
灵芝基地。去年，该基地产出灵芝
孢子粉 1750 余公斤，子实体 1600
余公斤。

“灵芝孢子粉具有药用价值，
可以拿来煲汤、调制咖啡。”当天
上午，在大堰镇后畈村“云久茶
咖”店，店主吴伸向记者展示其调
制好的“灵芝咖啡”。这款咖啡主
体颜色呈棕黑色，口感醇厚，咖啡
香中带有一丝木香。

吴伸说，由于“灵芝咖啡”销
售火爆，店内灵芝孢子粉已所剩无
几，“我打算下月从浙东药谷灵芝
基地进一批新货，让游客尝尝鲜。”

咖啡与灵芝“跨界联姻”，是
大堰推动灵芝全产业链发展的一个
缩影。近年来，该镇建设标准化灵
芝种植基地，建立“采芝泽”共富
工坊，探索中药材产业生态富民新
路径。目前，浙东药谷灵芝基地一
年亩均收益可达 3.8 万元。

大棚里的“仙草”吐粉记
孢子粉延伸产业链“泡”出共富“咖啡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