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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城事·社区

□ 记者 麻东君 通讯员 叶志明

本报讯 在寒风大雨中，一名身着警服的帅小伙俯
身 45 度背着一名老人往家赶， 雨水打湿了他的制服。
近日， 这张暖心的照片一经转发， 瞬间温暖了许多市
民。

记者了解到，1 月 16 日下午 2 点 38 分， 莲都区公
安分局紫金派出所接到辖区群众报警， 称在中东路与
花园路路口某店铺门口有一位 80 多岁的老大爷，独自
一人找不到回家的路。 接到报警后，值班民警蓝泽军第
一时间带着辅警王圣雄赶往现场进行救助。

天空下着倾盆大雨， 赶到现场的蓝泽军和王圣雄
顾不上被雨水淋湿的警服， 迅速找到了那位迷路的老
大爷。 两人从群众那借来雨伞，为老大爷挡雨。 蓝泽军
俯下身，询问老人的身体情况和家庭情况。 可老大爷年
事已高，口齿不清，不能与人正常交流。 两人通过询问
附近居民，终于得知了老人的住处，就在后面一老小区

居民楼的二楼。 可问题来了， 虽然到老人的住处只有
200 米左右的距离，可对于腿脚不方便、靠扶手架行走
的老大爷来说相当困难，何况天还下着大雨。

“来吧，大爷，我背着你回家！ ”蓝泽军一个大步上
前俯身在老人面前，将老大爷背起，好心人帮着撑雨，
而辅警王圣雄拿着老人的扶手架， 大家一起送老人回
家。 老大爷的身高近一米八，蓝泽军的个头只有一米七
多一点，背起比自己块头还大的老大爷困难可想而知。
为了不让老人淋雨，并且能更舒服一点，蓝泽军一路上
尽量俯身行走。

背到楼下，蓝泽军停下喘了两口气，又一口气把老
人背上了二楼家中。 家门开着，蓝泽军将老人安放到沙
发上，还帮忙打开了暖风机。 可他自己的警服、头发都
淋湿了，也没顾上擦一擦。 直到老人的家人赶回家，两
人才默默离开，返回派出所继续工作。

据了解， 老大爷家中本来有一名保姆， 当天出去
了，老大爷靠着扶手架独自出了门，家门也没有锁。

今年 23 岁的蓝泽军是莲都人，工作才 4 个月。 面
对记者的采访，蓝泽军腼腆地说，他只是做了一名基层
派出所民警应该做的事情， 将每一位群众的平安记挂
在心间，这是他从警的格言和对自己的工作要求。

一路上俯身行走，雨水打湿了警服和头发

这张背老人的照片，好暖！
阅读提示

老大爷的身高近一米八，蓝泽军的个头只有一米七多一点，背起比自己块头还
大的老大爷困难可想而知。 为了不让老人淋雨，并且能更舒服一点，蓝泽军一路上尽
量俯身行走。

20 名晚报小记者昨天走进永晖社区写春联送祝福
喜庆的春联写起来 暖心的祝福送上门
□ 记者 叶美 吕恺 通讯员 陈晓丽

本报讯 乒乓球桌成了写字桌，喜庆的春联纸
铺开，笔下的墨香渐渐四溢开来，火红的对联浸润
着吉祥的祝福……昨天上午， 市区永晖社区的文
化活动中心格外喜庆，一大早就迎来了 20 名身穿
红色小马甲的小小书法家， 他们就是走进社区写
春联送祝福的处州晚报小记者。

活动开始后， 小记者们纷纷拿出了看家的本
领。 有的写欧体，有的写颜体，有的写楷书，有的还
写起了篆书。 小记者们虽然年纪不大，可着墨运笔
一点都不含糊，令社区居民啧啧称赞。 不一会儿，
文化活动中心的地上就被写着各式字样的大红春
联给铺满了。

“天地和顺家添财，平安如意人多福”“和顺一
门有百福，平安二字值千金”……看到自己中意的
春联， 一些来锻炼的市民现场就向小记者们讨要
起来。

“没想到这些小记者水平这么高， 写得这么
好，这两副春联能不能给我呀？ ” 看到小记者安旗
写的春联， 一位姓吴的大爷迫不及待地向记者讨
了起来。 与吴大爷一样，好些到现场观摩小记者写
春联的居民也都选起了自己中意的春联。

“我女儿的毛笔字写得还可以，可平时少有这
样的展示机会， 晚报小记者工作室组织这种社会

实践活动，真的很锻炼孩子呢！ ”看着女儿写的春联，
小记者邱然的妈妈颇感欣慰。

经过 1 个多小时的现场写作，20 名小记者写就的
100 多副大红春联和福字铺满了整个社区文化活动中
心的空地。 小记者们也每人各持一张大红的福字，祝
福全市人民新春快乐。

写春联活动结束后，小记者们除了将现场书写的
大红春联送给社区的残疾人朋友和来到现场的居民
外，还在社区工作人员的指引下，挨家挨户地把春联
送给一些年事已高或腿脚不方便的老人。

收到小记者们亲手送上门的大红春联和祝福，老
人们个个眉开眼笑，纷纷向小记者们竖起了大拇指。

莲都法院开展“莲信行动”专项执行

70 多位民工
领回被拖欠工资
□ 记者 朱剑 通讯员 祁崇捷 尚阳

本报讯 春节将至，仍有一些民工朋友，因为
老板拖欠还没有领到工资。 不过莲都法院给他们
带来了好消息： 法院已筹集了部分资金， 他们的
工资将会及时发放。

昨日早晨 8 点半，家住莲都区的老张带着女儿
早早地来到了莲都法院门口。“今天终于可以把拖
欠的工资拿到手，可以过个好年了，女儿来年的学
费也有着落啦。”与老张一同来拿钱的还有 70 多位
民工，他们中有一部分是丽水市某实业有限公司的
工人，大多有近十年工龄，还有一些则在丽水市某
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务工。

因为该实业公司经营不善，2018 年 8 月， 公司
留下一屁股债务和几十名被蒙在鼓里的工人， 老板
连工钱都还没给。“我和其他几个同事一起来到劳动
仲裁部门寻求帮助，后来公司被起诉，厂房被拍卖，
我们的工资总算有了着落。 ” 拖欠的工资有 13000
元，对于老张一家子来说，足以过一个好年了。

“这家建设工程公司的情况略有不同，它在莲
都和缙云、温州等地都有工地，规模较大。 去年公
司因经营不善资金链断裂， 拖欠了大批民工工
资。 ”执行法官朱海峰说，不仅在莲都法院可拿到
应得工资，身处缙云、洞头两地的民工也可通过当
地法院参与工资分配。

除了在法院现场排队领到拖欠工资的， 还有
一些人在没进入执行阶段前就可以拿到工资。 陈
先生是承接该公司工程分包业务的承包商， 此前
他曾带着 20 多位民工干活。 工程完工后，工程款
项一直没到账，拖欠工人的 40 多万元工资该怎么
办？ 1 月 13 日，陈先生将该建设工程公司诉至莲
都法院。

法院立即与建设工程公司以及业主单位联系，
并达成方案， 由法院对实际工程款进行核实确认，
业主单位则根据法律文书直接支付工程款，确保拖
欠民工的工资能在春节前发放到位。

据了解， 昨天莲都法院开展的这场“莲信行
动”专项执行，共为 70 余名农民工发放被拖欠工
资 70 余万元。从 2019 年开始，莲都法院仅执行阶
段就为 594 名农民工拿回了被拖欠的工资 1000
余万元。

缙云舒洪举办文化进万家活动

剪纸精致 春联墨香 热乎乎的馒头红火火的年
□ 记者 吴启珍 通讯员 蒋昌运

本报讯 1 月 19 日， 缙云县舒洪镇在新时代文
明实践点姓王村爽面博物馆开展“我们的中国梦”
———文化进万家活动，镇书法协会成员、剪纸技艺传
承人为村民们写福送春联、送剪纸。此次活动和南乡
馒头节一起举办，翰墨点缀麦香，充满浓浓的年味。

书法家们泼墨挥毫，创作出一个个形态各异、
字体优美的“福”字，还有一副副年味浓、寓意好的
对联。 村民们一边学习写字，一边寻找着自己喜欢

的对联。“过年贴春联是中国人特有的习俗，我们一定
要把它传承下去。 ”舒洪镇书法协会的樊筱东说。

红纸在剪纸艺人们的剪刀下仿佛有了灵性，随着
手飞舞，顷刻间变成一只只栩栩如生的小老鼠、一个
个精致美观的“福”“春”等字。“每一幅剪纸都是有生
命的，每一个图案都饱含深意，承载了中国的悠久文
化。 ”剪纸艺人周雪莺说道。

在活动现场，还来了许多小朋友，他们学做馒头、
写字、剪纸，生疏的手法、稚嫩的笔体，却体现着技艺
的传承。

记记者者 吕吕恺恺 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