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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杨梅导致的
坠落事故频发
消防紧急救援
警示安全风险

近期是杨梅采摘高峰，宁波多地频发
因采摘杨梅导致的坠落事故。6月7日15
时左右，舒先生和吴先生一起前往五磊寺
附近的杨梅山上采摘杨梅。采摘过程中，
舒先生爬上一棵杨梅树，试图摘取更高处
的杨梅。然而，意外突然发生。由于舒先
生爬的杨梅树树干相对纤细，难以支撑其
体重，树木突然断裂。舒先生瞬间从树上
失去平衡，从四五米的高处跌落至下方一
处小平台上。

事故发生后，同行的吴先生反应迅
速，立刻拨打了120急救电话求助。不
久，医护人员赶到现场，对摔伤的舒先生
进行了伤情评估和紧急处理，以稳定其状
况。

然而，事故现场位于崎岖的山林之
中，通往山下的小道狭窄且陡峭。现场有
限的急救力量，难以安全地将伤者从如此
地形中运送下山。

面对这一困境，吴先生再次拿起电
话，拨打119报警电话求助。慈溪大队指
挥中心接到报警后，立即调派观海卫消防
救援站12名消防救援人员前往处置。消
防救援人员到场后，首先与现场的医护人
员进行沟通，确认舒先生的伤情和固定要
求。随后，救援人员小心谨慎地将舒先生
固定在专用的救援担架上，合力将其抬运
至山下。

经过消防救援人员与现场医护人员
紧张而专业的协同努力，舒先生终于被安
全护送至山脚下。随后，他被120急救车
送往就近医院，接受进一步治疗。

据了解，舒先生眼部与腰部位置骨
折，其余并无大碍，目前正在医院进行后
续治疗。

此次事故已经是近期慈溪消防处置
的第二起因采摘杨梅导致的坠落事故。
6月6日上午，一女子在慈溪市匡堰镇杨
梅山上采摘杨梅，不慎从树上掉落，导致
小腿受伤。随后消防、110和120一同上
山，共同将伤者从山上抬下送往医院治
疗。

消防部门提醒：近期已发生多起采摘
杨梅导致的坠落事故，杨梅树树干看似粗
壮，实则内部质地相对疏松、韧性不足，在
承重或外力冲击下，极易发生突然折断。
雨天攀爬尤其危险，树枝湿滑难抓握、脚
底易打滑更添风险。采摘时，务必选择稳
固的位置落脚，站稳抓牢，切记不可盲目
攀爬至高处枝条。若不慎发生坠落、受伤
或被树枝困住等意外，请立即报警求助。

记者 吴丹娜
通讯员 张天红 许尊飞 秦琛

6月9日上午，海曙区望春街道徐家漕社区“叫醒耳朵”读报队的志愿者贾维萍，早早
地等在了社区，接过送报员手中的一叠报纸并进行了浏览。她要用一上午的时间，给小区
5位高龄独居老人送报、读报。

这是宁波市慈善总会与宁波晚报联合发起的“晚报来敲门”慈善公益项目在徐家漕社
区温暖落地。自2024年1月该项目启动以来，这个爱心善举已升级到了2.0版。

每天，投递员和志愿者们都会带着《宁波晚报》，敲开独居老人的家门。而“叫醒耳朵”
读报队的 14位志愿者们，则承接了徐家漕社区首批独居高龄老人全年的送报、读报任
务。值得一提的是，这个团队已为社区老人读报20年。

“叫醒耳朵”读报队
联手“晚报来敲门”续写温情

走过20年，孟碧君和一些老
人们因身体原因退出了志愿团
队，但不断有新鲜血液加入，将读
报这项优良传统传承了下来。然
而，随着忠实听众们年事渐高，传
统的社区集中读报模式已难以满
足需求。身体不便难以下楼，听
力衰退听不清内容……种种原
因，使得许多老人渐渐缺席了读
报会。

“晚报来敲门”项目的到来，
恰逢其时地为老人们续上了这份
温暖。得知有爱心企业为独居高
龄老人捐赠报纸，“叫醒耳朵”读
报队的14位成员主动请缨，每日
为社区首批5位高龄独居老人，
提供上门送报、读报服务。

96岁的曹安定是5位受助

老人中最年长的一位。老伴早已
离世，他独居多年。过去，每周一
去社区参加读报会，尤其是听《宁
波晚报》，是他最开心的时光，几
乎从不缺席。

2021年起，他的身体状况大
不如前，从家到社区短短几百米
的距离成了难以逾越的“天堑”；
视力下降也让他无法自行阅读。
虽然，社区志愿者每日走访关心
他的生活，但这份关怀无法填补
报纸带来的外界信息和对精神世
界的慰藉。

今年5月，社区为他报名成
为“晚报来敲门”项目的首批受助
老人。6月1日，当第一份报纸送
到手中，志愿者贴心地在他耳畔
读报，老人高兴极了，非要拉着志

愿者吃点水果再走。
“听报纸上说今年杨梅品

质比往年好，到时候请你们吃
杨梅！”曹安定乐呵呵地说，“重
新‘读’到晚报的感觉真好！家
里好久没这么热闹了，太感谢
你们了！”

从一周一次的集体读报，到
每日贴心的入户服务，“晚报来敲
门”携手“叫醒耳朵”，将这份坚守
了20载的温情关怀，升级为精准
直达的“报纸管家”模式。

“我们接下来还会申请第二
批名额，希望这个项目能惠及辖
区更多的高龄、独居老人。”徐家
漕社区党委书记陈晓云说。

记者 王昱汀
通讯员 陈洁 易懿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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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报来敲门”遇上“叫醒耳朵”为老人续写温情篇章

徐家漕社区是拆迁安置小
区，常住人口5537人，将近三分
之一的居民是60周岁以上的老
年人，其中80周岁以上的高龄老
人有226人。这些老人们或是识
字不多，或是视力退化，导致他们
既缺乏社会参与的机会，又难以
通过阅读、学习等方式丰富精神
文化生活。

2005年，徐家漕社区关注到
了老人们这方面的需求，成立了

“叫醒耳朵”读报队。每周一上
午，老人们围坐在一起，听志愿者
读报，了解国家大事、身边小事。

今年已经74岁的周蔚文就是
“叫醒耳朵”读报队的元老级成员
之一，成为读报志愿者已有20
年。读报会的“铁杆粉”都认识她。

周蔚文告诉记者，每次读报
会，会议室都坐不下。“每次都有
三、四十位老人来，有时候还要加
位子。一开始，看到那么多老人
还蛮紧张的，后来时间长了，和这
些老人们处成了家人。”

团队最早的负责人是孟碧
君。为了给老人们带去更好的听
报体验，他每天必做的功课，就是
从报纸杂志上筛选摘录贴近居民

生活的信息，然后读给大家听。
他对团队成员也是如此要求的，
甚至还组织过读报友谊赛，提升
志愿者们的业务能力。

20年的读报经验，让志愿者
们一眼就能从报纸上看出，哪些
消息是老人需要的、感兴趣的。

“老人们对自己社区的消息、养
生、天气预报之类的文章，或者市
场物价波动的新闻都很感兴趣。
大家尤其喜欢听《宁波晚报》里的
有趣故事，之前我们讲到百岁老
人的养生秘诀，还有老人跟着
做。”志愿者贾维萍笑道。

从2005到2025“叫醒耳朵”帮老人听到窗外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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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愿者给老人读报志愿者给老人读报。。

消防队员在救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