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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供电公司
手托光明、电联千户

“千灯万户”工程
将“点亮”40户
特困残疾户

□记者 程明星

本报讯“吊线开关下雨后常失

灵，总是麻烦邻里和村里电工，我都

不好意思了。这次你们帮我整改电

线，还不收费，实在是太好了。”7 日，

芝英镇柳川村柳前塘自然村 75 岁的

胡彩书双手紧紧握着市供电公司党

员服务队队员姚广涛的手不停地感

谢道。

当天，由市民政局、市残疾人联

合会、市供电公司联合开展的“千户

万灯”残疾人贫困户室内照明线路改

造公益项目正式启动。胡彩书阿婆

是本次“千户万灯”残疾人贫困户的

第一位受助者。

胡彩书是柳川村的低保户，丈夫

黄天降患有中风，常年卧病在床。两

人挤在 87 平方米的老旧土木屋住了

40多年。家中塞满了杂物，老式陈旧

的电线裸露在土墙上门，电线随意搭

接在木质的房梁和柱子间，存在极大

安全隐患。市供电公司红船党员服

务队在村委会推荐下，当即决定先对

胡彩书一家进行优先整改。党员服

务队将原本杂乱的线路进行整理，统

一将老旧电线全部换成新电线。考

虑到这是传统的土木屋，电力员工们

决定将裸露在外墙和屋外的电线放

到电线管套内，并对陈旧开关进行更

换，最后用电线扣将电线管套钉入土

墙，确保不会脱落。

“像胡彩书家这样的残疾人贫困

户在村里有 3 户，其中一户叫王康喜

的村民因为早年间出车祸，头部受到

撞击后精神不佳，独自一人留住老房

子。在和他亲属进行沟通后，我们将

其 作 为 该 村 第 二 位 整 改 贫 困 户 对

象。”党员服务队队员李宁说，像这样

一户的整改项目，四五位电力员工一

起工作，较快也要花费一天的时间，

算上电线管、电线等材料需上千元。

这笔务工费、材料费，对于这些贫困

低保户而言，无疑是一笔巨大的开

销,因此很多贫困低保户都没有进行

线路改造。可是这样的线路始终存

在安全隐患，加之他们安全用电的防

范意识较弱，一旦发生意外，很容易

造成人身财产损失。这次改造后，将

让他们安全用电。

“手托光明、电联千户，用心点亮

贫困低保户”。自国网金华供电公司

启动“千户万灯”残疾人贫困户照明

线路改造公益项目以来，国网永康供

电公司以市民政局低保户档案为准，

通过实地走访核实，在全市范围筛选

近 40 户残疾人贫困家庭，并将在本

月底前帮助这些家庭完成所有的线

路整改工作。

□通讯员 应帅 陈永柯 记者 叶宁

本报讯“无论大案小案，你们都

这么用心，时隔 20 年，你们又一次带

给我惊喜和感动 。”6 日下午，象珠镇

郑三村村民郑元东来到象珠派出所

领回了价值20元的五斤桔子。

今年 57 岁的老郑在村里承包了

一块山地种植桔树。桔子到了成熟

采摘的季节，由于桔园没有围栏，桔

子时常被人盗摘。象珠派出所民警

在走访中得知这个情况后主动加大

对桔园的巡逻密度，并在 11 月 5 日夜

抓获正在盗摘桔子的金某、付某。

第二天，接到通知后的老郑一大

早就来到了象珠派出所。“我不是来

领桔子的，五斤桔子值不了几个钱，

我是来看看帮我守护桔园的好民警，

我要把发生在我身上的故事告诉他

们。”老郑说。

回忆起 38 年来和象珠派出所民

警3次打交道的经历，老郑感慨万千：

“38 年了，象珠派出所民警换了一批

又一批，但为群众服务的好作风一直

没有变。”

1981 年，老郑还是小郑，在亲友

们的帮助下，他拿出多年积蓄购买了

一辆永久牌自行车。在当时，价值

180 元的自行车是家庭“四大件”之

首，堪比现在的奔驰宝马小轿车。可

令小郑懊恼的是，这辆自行车买回来

还没过夜，就被人偷走了。几年积蓄

换来的自行车就这样不翼而飞，全家

为此难过了很久，觉得找回的希望渺

茫，也就没有去派出所报案。没想到

几个月后的一天，象珠派出所的民警

推着一辆自行车找上门来。“坐骑”失

而复得，小郑握着民警的手，激动得

说不出话来。

2000年，老郑承包了村里的一家

农副产品加工厂，当上了工厂的负责

人。一天清晨，来上班的老郑发现厂

里的四台电动机被盗。当时四台电

动机价值 7000 多元，由于机器设备

都属于村集体的财产，而工厂的门窗

和锁都完好无损，有些村民怀疑老郑

是监守自盗。电机被盗，工厂停工，

损失惨重，还要被别人说闲话，老郑

百口莫辩，只有寄希望派出所能早日

破案还他一个清白。

象珠派出所没有让他失望，仅仅

过了一个星期，几名民警就带着嫌疑

人到加工厂辨认作案地点。民警把

四台被盗的电动机运回来。看到电

机转动起来，老郑开心地笑了。

一辆自行车、四台电动机 、五斤

小桔子，三起案件的故事彰显象珠派

出所三代民警的为民情怀。岁月如

梭，三十八年一晃而过，小郑也变成

了老郑，时光流转，很多事情也渐渐

淡忘，但三十八年来和象珠派出所民

警之间发生的这三件事，却永远铭记

在他的脑海里。

一辆自行车、四台电动机、五斤小桔子

村民老郑和象珠派出所的三个故事

从户外达人到救援大队长

俞满意:每次救援始终冲在最前
□记者 吕晓婷

在永康玩户外的人中，他是无人

不晓的“老莫”，创办了山水户外；在

永康民间救援组织中，他是千喜救援

队队员们敬重的大哥，也是我市首届

“最美慈善义工”。自 2015 年 7 月创

立千喜救援队以来，每次参加救援活

动“老莫”都是冲在最前面，至今已参

与200多次救援。

把大家力量聚集在一起
组建了千喜救援队

“老莫”，本名叫俞满意。这个一

听就是个仗义大汉形象的外号是从

永康户外圈里传出来的。早些年间，

俞满意创办了山水户外，在我市户外

圈小有名气。“因为老莫叫顺口了，很

多人就跟着叫，反而很多人不知道我

的大名。”俞满意爽朗地笑道。

说起自己与千喜救援队的结缘，

俞满意说这源于一次救援。2015年，

一位老人在市体育中心附近走失。

接到任务后，俞满意和队友们在恶劣

的下雨天气下，找了三天才在金胜山

附近找到走失的老人。

“当时大家都特别高兴，整个山

上都是‘找到啦’的声音，当时内心很

感动，也觉得救援队事业的伟大，也

更深知人多力量大的道理。”这次救

援后，俞满意心底就埋下了组织一支

救援队、集合更多人力量的种子。

同年12月，永康平安志愿者协会

想组建一支救援队。时任志愿者协

会副会长方仲康找到了俞满意，询问

他：“没资金，没工资，你干吗？”“干！

能帮到人就好！”就这样，俞满意拉着

26 位有着户外经验的朋友，最终组建

了千喜救援队。

救援时的“拼命三郎”
累计参与救援200多次

2017 年，受台风影响，丽水遭遇

强降雨，不少村庄遭受泥石流、滑坡

险情。

得知灾情后，俞满意第一时间参

加了救援行动，负责转移村庄被困人

员。在明确任务后，俞满意与队员们

一路驱车向目的地挺进。当临近受

灾区外围时，路面被泥石流阻挡，救

援队的车辆根本无法继续深入。一

筹莫展时，俞满意二话不说，带领队

员徒步进村庄。一路上水没过脚踝，

道路两旁树被水冲刷得东倒西斜，道

路情况十分复杂，俞满意和队员们最

终背着 10 公斤的装备徒步三小时进

入灾区。到达灾区任务区域后，俞满

意没有停下来休息，卸下装备就马上

投入救援工作。

“他就是一个拼命三郎，有危险

的地方，总是冲在最前面。”队员徐永

超说，在这个以紧急救援为重点的民

间公益组织中，俞满意在参加过的

200多次救援行动中，处处身先士卒，

不仅在当地的各类型救援任务中勇

冲在前，在跨县跨地市的救援中，他

都尽心尽力作好带头榜样作用。

感恩妻子默默付出
未来盼救援队伍专业化

这么多年，哪里救援需要他，哪

里就有俞满意的身影。问他为什么

每次都能全身心投入救援中。这位

憨厚的汉子有些自豪地说：“因为有

家里人的支持。”

“一听到有任务，啥事都不管，穿

上衣服就走了。”俞满意的妻子詹芳

说，她一开始对丈夫在救援上的投入

是不理解的，因为对救援事业的上

心，导致丈夫对家里事的不上心。

不过，在看到俞满意对公益付出

的努力和心血，詹芳也从不理解变成

了支持。“做公益这份心真的难能可

贵，我能做的就是把家里照顾好，让

他无后顾之忧。”

“你那么积极参加救援，工资应

该很高吧？”对于救援，以前有些人不

理解，因此这样询问过俞满意。

对此，俞满意微微一笑地说：“我

只是一个志愿者，参加救援是我的初

心，与钱无关，而且公益是没有一分

钱的。”

自 2015 年 7 月组建以来，千喜救

援队从 26 名队员扩展到 200 多名，共

出勤 1052 次救援，总出勤人数达到

15050人。谈及未来俞满意希望有更

多的爱心人士，有特殊技能的人士加

入救援队，让救援队伍专业化。“不同

专业工种的组成人员参与救援，无论

是对被救民众还是对救援人员本身

都是有好处的，并且还能最大限度地

减少、降低伤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