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这条总长约500米的清江路位
于文教街道大闸社区，集医疗、教
育、社区及公共服务等功能为一体，
不仅是市民前往江北妇幼保健医院
就医，江北区实验小学、江北区实验
中学学生上下学的必经之路，还是
大闸小区、锦绣江花等社区居民日
常出行的重要通道。

如今，这里的环境发生了巨大
变化，集“最美上学路”“暖心健康
路”“温暖回家路”“放心菜市路”于
一体的清江路七彩惠民街区改造完
成，不仅硬件设施焕然一新，更重要
的是一系列细致入微的软件服务升
级，为居民生活带来了前所未有的
便捷与温暖，一条以党建共建为引
领的“七彩惠民路”正在悄然形成。

“修伞的师傅手好巧，在社区坚
持了好多年为大家免费小修小补，我
们都是常客！”近日，街区内的蜜邻慈
善文化广场人头攒动，一场“蜜邻公
益集市”火热开展。众多街区商户和
热心居民参与志愿服务，发挥自身
特长，提供理发、配钥匙、修手机、义
诊、测听力、牙齿检查等便民服务。

据了解，这个家门口的慈善文
化广场，每季度开设特色主题的“共
富市集”，每月开展“共富市集”便民
服务活动，每周组织慈善义卖活动。
部分摊位还将收入捐给社区成立的

慈善基金“蜜邻共富金”，为社区治
理微项目运作提供资金支持。

“开在社区里的慈善市集，感觉
很有烟火气，消费的同时还能助力
慈善，我和孩子都觉得这个活动很
有意义。”前来“赶集”的居民张女士
笑着说。

一条“七彩路”，串起居民“七彩
生活”。今年以来，大闸社区依托清
江路七彩惠民街区改造提升的契
机，汇聚共建单位、爱心商户、居民
志愿者等力量，充分发挥党群服务
中心及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等公共
服务阵地功能，通过拓展一群“蜜邻
合伙人”，打造一片“公益服务区”，
推出一组“蜜邻+”微项目，完善一套
组织保障体系，积极打造“蜜邻文化
街区”社区治理品牌，推动公益和社
区服务不断融入社区治理全过程。

独居老人想测量血压，找健康
管家；困境儿童渴望掌握新技能，上
未来星儿童驿站；高龄老人和肢体
残疾者出门难，“小拐杖”志愿者来
帮忙；想让孩子养成阅读好习惯，可
以参加“BOOK 思议亲子成长计
划”……大闸社区精心策划了一系
列聚焦“一老一小”“一残一困”等群
体的“蜜邻+”微项目，为居民提供
全方位惠民服务。 记者 陶倪

通讯员 刘雨 吴云彬 文/摄

“铁板烤鱿鱼，一元一串！”“蜜橘蜜橘，十块钱三斤，包甜
啦！”慈溪市新浦镇新新路上，车流声、叫卖声、音乐声不绝于耳，
唯有一个摊位在新新路和大街路的交叉口，既没有叫喊的喇叭，
也没有“收钱包到账通知”，老顾客来点餐都不必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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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骗过一次就安全了吗？当然不可
能，还有专骗受害人的二次诈骗等着
你！前脚刚被骗完，下一秒就可能有所
谓的“专业人士”找过来，令人防不胜
防。

陈阿姨是个潇洒的退休老太太，酷
爱旅行，不爱跟团，经常浏览各大旅行
网站抢购低价机票、客房等。但她因听
信低价机票免密抢购，遭遇了一次网上
诈骗，痛失上万元。随后，她第一时间在
派出所报了案。

数日后的一天上午，外出散步的陈
阿姨接到一通电话，对方自称互联网反
诈平台工作人员，告知陈阿姨，被骗钱

款有望追回，需要验证陈阿姨的身份真
实性及银行卡状态，时间紧迫，如果在
短时间内陈阿姨不完成“验证”，那要等
下次“结案”，时间非常之久。

被“喜悦”冲昏头的陈阿姨带上银
行卡随即前往附近的上海银行ATM
机，但一阵慌乱的操作后，银行卡被吞
了。气急的陈阿姨冲入银行大厅，要求
工作人员立即开启ATM机帮她取出
卡，过时要承担她的损失。银行工作人
员了解她的情况时，听出了蹊跷，在不
断劝阻和查询所谓“反诈平台”来电号
码后，陈阿姨终于醒悟，差点二次被骗。
临走时，陈阿姨幽默地表示，这是第一

次庆幸被吞卡，也感谢上海银行工作人
员的耐心解释和劝阻。

上海银行宁波分行提示：
1.警惕来源不明电话、网站或网络

链接。广大金融消费者需保持高度警惕，
通过正规的官方网站、官方APP或官方
客服热线等正规渠道进行信息核实。

2.谨防个人敏感信息泄露。诈骗分
子会利用各种手段来套取金融消费者
的个人信息，利用个人信息实施诈骗行
为，金融消费者应提高个人信息保护意
识，切勿随意泄露个人信息。

3.切记，公检法等机关工作人员不
会通过微信、QQ、会议软件等形式进行

远程办案；凡是自称公检法机关，要求
转账，索要手机验证码等都是诈骗。遇
到可疑情形时，要拨打反诈专线96110
咨询；一旦被骗，请立即拨打110报警。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宁波监管
局温馨提醒，广大金融消费者要不盲目
不轻信，不贪小利防骗局。转账汇款严
把关，谨慎操作护财产。 记者 徐文燕

通讯员 孙挺 郑波 刘若颖

警惕！切勿陷入“二次骗局”

这家写着“金记鸡柳”字样的摊点，
是小吃街上的“人气王”。老板金春来
是新浦本地人，幼年因发烧时用药不
当，不幸药物中毒以致耳聋，而他的妻
子也有着相似的遭遇。两人在宁波特
殊教育学校成为了同学，在一封封言辞
真切的手写信中，两人喜结良缘，目前
儿子也已上了高中。

顾客们走到摊前，便默契地用手指
一指鸡柳箱上的“大、中、小”，再一指“双
拼”，就完成了点单，摊前有时有五六人
等待取餐，不少是带着幼童的父母。

前天晚上，市民张女士手中抱着的
一岁半儿子是鸡柳摊最小的顾客，让记
者没想到的是，他也是当晚第一个熟练
地比出“谢谢”手语的顾客。四指握紧，
大拇指伸直弯曲，这是老板夫妻几乎在
每位顾客来时都会重复的简单动作，久
而久之也有许多人学会了。

“这孩子常来。”老板金春来在手机
上打出一行字告知我们，并在炸鸡柳间
隙扮鬼脸逗着这个虎头虎脑的孩子。
老板看到了孩子的笑脸，咯咯咯的笑声
就没有淹没在那片喧嚣中。

在摊前没有顾客的时候，老板夫妻
俩不看手机，互相热络地打着手语，他
们脸上的笑意从来没落下过。金春来

告诉记者，这家摊子是2018年起步的，
以前也是个普通的炸串摊，一次偶然的
机会，他吃到一份上海炸鸡柳，萌生了
学习的想法，便放弃了其他炸串品类，
专心学习鸡柳的调制味道、控制油温。
没想到，因为这份坚持和专注，仅有鸡
柳和臭豆腐两个种类的小摊生意竟越
来越好，到了夏天甚至要大排长龙。

他的说法得到了旁边摊主和顾客
们的证实。“他们的儿子很听话的，寒暑
假会来帮忙。”“他俩感情一直很好，从
来没有相互冷过脸。”不管天气多冷，金
春来的摊位上总是暖意融融。

特地从胜山赶来买鸡柳的快递小
哥付先生看到记者，不禁“忏悔”道：“第
一次来的时候真的很尴尬，我对着鸡柳
摊老板喊了三遍要大份鸡柳、微辣，老
板连头都没抬一下，我都要生气了，结
果被旁边的人拉住，我才看到老板夫妻
围裙上写着‘无声鸡柳’……”这份尴尬
是许多初次来访的顾客相同的经历，好
在老顾客、附近摊主都帮着解释。小小
的无声鸡柳摊前，从没人起过争执。无
声胜有声，这个“无声”的小吃摊收获了
顾客“有声”的温暖。

记者 吴丹娜
通讯员 张天红 孙佳韵 文/摄

冬夜里的“无声”小吃摊
收到了顾客有声的温暖

““金记鸡柳金记鸡柳””摊位摊位。。

一条“七彩惠民路”
串起居民“七彩生活”

12月8日一大早，江北清江路七彩惠民街区新建的彩色步道上，

不少居民前来散步休闲。居民邱智敏与邻居们锻炼后，在街区通学

公园的景观长凳上休息，午后相约至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参加手工

DIY活动，傍晚则相聚于蜜邻慈善文化广场参与便民服务集市，度过

了愉快又充实的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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