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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队伍壮大，“烟头奶奶”
的服务内容不断拓展。除了捡烟
头，他们还开展文明劝导、交通引
导、垃圾分类宣传、开设学生社会
实践等。

在邱隘镇，新宁波人众多，为
了让这些来自全国各地的外来务
工子女融入宁波，“烟头奶奶”们
开启了“童步儿语 迁鸟助飞”项
目。活动开始前，陈芬现场教孩
子们宁波话，指导孩子做本地菜；
83岁的“烟头爷爷”陈俊蓉免费教

书法；经各级部门牵线搭桥，还在
周边村里开辟了共享菜园，“烟头
奶奶”们会教授种植方法，让孩子
们体验耕耘的乐趣，并将种植的
农作物送给孤寡老人们。

更让人感动的是，这些小小
的被服务者也加入了志愿者的行
列，实现了爱心的双向奔赴。
2018年，200多个孩子成立了“烟
头小将”志愿队，跟随“烟头奶奶”
一起捡烟头，在公众场所劝导市
民不抽烟。

喷完4个灭火器
他救了整栋楼！

邻居家中厨房着火，浓烟滚滚，他拿出
灭火器，义无反顾地冲进了火场……

这两天，家住宁波国家高新区民和家园
29幢的业主王东东成了小区里的“红人”，他
的救火义举传为佳话，还获得了消防部门和
社区居委会的“点赞”。

2月19日傍晚约6点，小区29幢住户杨
先生在楼下散步，突然发现同楼幢1楼的窗
口正冒出滚滚浓烟，杨先生第一时间报警并
赶紧跑进楼内通知邻居疏散。

此时，另一户1楼居民王东东放下碗筷
出门查看，发现冒烟的是紧挨着电梯的101
室后，赶紧去拍门。

“有人吗？有没有人，起火啦！”拍了没
几下，一名阿姨抱着一个小男孩慌慌张张地
打开了门，随着其他居民往楼下跑去。

在楼下，王东东的妻子杨女士站定后，
却发现丈夫不见了。回想丈夫在下楼时打
开楼道里的消火栓看了看，她意识到：丈夫
去救火了。

此时，王东东正拿着灭火器，在起火的
厨房里和烈火“缠斗”。

2月20日下午，王东东回忆当时的惊险
场面时说道：“我喷完了两具干粉灭火器，但
是火还没有灭完。走廊里满是烟，路也看不
清了，我捂着嘴巴、低着头，顺着疏散楼梯往
上跑，到二楼又找来了两具灭火器，再回去
灭火，总算灭得差不多了。”

一辆辆消防车拉着警笛呼啸而至。高
新区消防救援大队的队员们冲上楼后发现，
101室厨房内的明火已被王东东完全扑灭，
黑烟也渐渐散去。

出警队员李博恒一边检查火场，一边不
由对王东东竖起了大拇指：“这位业主凭一
己之力，用光4具灭火器，灭了一场火，救了
一幢楼。”

走出楼外的王东东，成了一个“雪人”。身
上除了喷射灭火器时留下的干粉，还有猛烈燃
烧后附着的残余物，白色一片，灰色一片。

事后，杨女士心疼地说道：“他傻乎乎
的，啥防护都没做，拿着楼道里的灭火器往
里冲。”

王东东则轻描淡写地说：“我当时没想
这么多，看到火着起来，感觉火势还可以控
制，就冲进去了。”

今年36岁的王东东，从事建筑行业。
他介绍，平时在工地上经常接受消防安全的
相关培训，熟悉灭火器的使用方法，“学的时
候也没想到真的就派上用场了。”

据了解，本次火灾是因住户在厨房做饭
时忘记关火所致。

由于救火前后持续约20分钟，事后王
东东咽喉稍有不适，偶有咳嗽。20日下午，
高新区消防救援大队、梅沁社区居委会相关
工作人员来到王东东家中看望这位“中国好
邻居”，肯定了他逆行救火的善行义举。

消防部门在此提醒广大居民：用火不离
人，离人必关火！

记者 马涛 通讯员 裘冰冰 文/摄

从15公斤缩减到100多个

“烟头奶奶”
10年“捡”出城市新风貌

王东东使用的干粉灭火器。

志愿者捡到的烟头。 资料图片

今年是“烟头奶奶”
捡烟头的第 10 年。 2
月 20日上午 7点，记者
在鄞州区邱隘镇东港
路上看到，被称为“烟
头奶奶”的高云香等 10
多位志愿者像往常一
样，身穿绿马甲、拿着
长夹子在捡垃圾。两
个小时之后，大家捡出
了 161 个烟头。而最多
的一次，同样的片区，
“烟头奶奶”们捡了约
15公斤烟头。

一支以捡烟头起步
的志愿服务队，在 10年
间发生了怎样翻天覆地
的变化？

3位“烟头奶奶”
拉起一支70人队伍

2016年，甬动爱心服务
中心正式成立非盈利社会
组织，同年，该中心开启了

“烟头奶奶”品牌打造，今年
已经78岁的高云香、80岁
的吴桂凤和73岁的李秀定，
当时成为了首批“烟头奶
奶”团队成员。

高云香女儿、甬动爱心
服务中心负责人陈芬介绍，
在这个团队中，不乏是随迁
老人。今年64岁的金素梅
是天台人，家住在姜山，从
姜山到邱隘，大概 20 多公
里，每次活动，老人场场不
落。起初，因为路远，陈芬
怕她太辛苦并不同意她加
入，但是一到活动当天，老
人都会在凌晨5点多出发，
骑着电动自行车，花一个多
小时到邱隘，而且还是第一
个到的。

10年里，像金素梅这样
的志愿者非常多。做公益，
不仅让他们拥有获得感，更
让她深深融入到了宁波这
座城市里。如今，“烟头奶
奶”团队已从3个人壮大到
70人，而“烟头奶奶”们的年
轻跟随者，更是不计其数，
成为城市中一道亮丽的风
景线。

“平日里，我们有20个
左右的‘烟头奶奶’固定开
展志愿活动，一到周末，就
会有不少家庭加入，人数能
达到五六十人，到了假期更
是有上百个志愿者加入。”
陈芬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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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捡烟头过程中，陈芬最大
的感受是如今烟头数量断崖式下
降。2018年，最多的时候，30多
个志愿者能够捡到约15公斤烟
头，铺在地上非常壮观，现在捡到
的烟头明显少了很多。

她认为，这一方面反映出人
们的健康意识增强了，在公共场
所吸烟的不文明行为减少了；另
一方面，也彰显出了“烟头奶奶”
10年辛勤付出的成效。

“公园、小店门口都是烟头的
重灾区，每次，我们都会当着抽烟
者的面把烟头捡起来，时间久了，

很多抽烟的人都不好意思再乱丢
烟头，有些人会主动把烟头扔进
垃圾桶。”对于这一变化，陈芬感
到欣喜。

这些年，通过媒体宣传，“烟
头奶奶”团队的知名度越来越高，
她们的行动不仅改变了城市的面
貌，更潜移默化地影响了市民的
文明习惯。

“希望下一个10年没有烟头
可捡了，我和我妈也会继续搭档
做志愿者，和每一个团队成员一
起，奔赴下一个10年。”陈芬表示。

记者 马佳威 通讯员 石海彤

从街头捡烟头拓展至十几项公益服务

3 一次捡烟头数量从15公斤缩减至100多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