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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朱林飞）春节过
后，我区家政服务市场也开始热闹起
来。记者了解到，和年前相比，家政
人员依然非常“吃香”，薪酬与去年平
均月薪基本持平。

春节假期刚过，跑去中介咨询、
登记的市民便络绎不绝，有的需要钟
点工，有的想请住家保姆。而返乡过
年的阿姨们也陆续赶回来，想尽快找
好东家。

位于江寺路的阿兰中介已经开
了近30年。据负责人苏阿姨说，因
为有东家急着找住家保姆，她正月初
一就开始营业了，到现在还没有休息
过。最近每天来店里报到的阿姨达
二三十位，除了外地阿姨，还有不少
是本地人。

正聊着，有两位50多岁的阿姨

走了进来，问苏阿姨有没有东家在
找钟点工。经交谈，这两位阿姨以
前就在一起做钟点工，前几年家里
的房子都迁拆了，虽然不差钱，但闲
着没事，还是愿意出来找点活干。

“萧山人勤快，闲不住，还是做事开
心。”说话间，苏阿姨找出了登记本
查看。

此时，中介里已经坐了七八个阿
姨，大家相互打探着消息。58岁的
叶阿姨是富阳人，在萧山做了10来
年住家保姆，专门照顾老人。年前她
照顾的老人去世了，叶阿姨计划着重
新找一个东家，过了正月初十，便从
老家赶回萧山。为了不错过机会，她
这两天一直守在中介里，晚上就在旁
边的宿舍过夜。“要找一个好的东家，
不能着急，得当面聊，还得看缘分。”

叶阿姨平心静气地说道。
刚过完春节，目前家政人员的薪

酬怎么样？据苏阿姨说，今年的行情
与去年基本持平，像照顾老人的住家
保姆月薪在5000元至5500元，如果
是不能自理的老人，保姆的月薪在
6500元左右；如果是带小孩、烧饭兼
搞卫生，保姆的月薪基本上6000元
起步。年前，钟点工的薪水涨到50
元一个小时，现在回落到40元每小
时，农历正月十五以后就是35元一
个小时了。

记者还走访了江寺路上的另外
几家中介，随着节后用工小高峰的到
来，大家的生意都不错。除了住家保
姆、钟点工外，还有东家前来寻找育
儿嫂，要求对方有经验、有育儿证，月
薪开到了1.3万元以上。

采访中，记者还见到了前来找工
的任师傅。他今年58岁，在家政行
业做了10余年，当过住家保姆，也在
医院做过护工。“搞卫生、烧饭、洗衣
服、照顾老人，我样样都会。”说话间，
任师傅还掏出了手机，给记者展示自
己的护理证。

为什么选择家政工作？任师傅
直言，这个工作比车间、田头的活轻
松多了，且收入也不错，只要尽心尽
力把人照顾好，把活干好，就能得到
东家的信任，自己也觉得蛮有成就
感。

听了任师傅的话，中介负责人告
诉他一个好消息：“有一户人家正要
找住家保姆照顾老人，我觉得你挺合
适的，我先联系，具体等见面时详
谈。”任师傅点点头，开心地笑了。

藕湖浜社区：
邻里相连喜闹元宵

本报讯（记者 朱林飞 通讯员 曹铭铭）浓浓的年
味还未散尽，元宵的喜气扑面而来。品汤圆，做灯笼，
猜灯谜，吃爆米花，2月22日下午，城厢街道藕湖浜社
区里欢声笑语、暖意融融，辖区内男女老少齐聚一堂，
共迎元宵佳节。

为衬托节日气氛，社区安排了灯笼制作环节。在
家长的帮助下，小朋友们做出了一盏盏精美的灯笼。

“来，提着灯笼拍个照，开开心心过元宵。”有妈妈拿出
手机，给孩子留下美好的纪念。

猜灯谜成为大人们的最爱，现场不时传出“我猜
中啦”的欢呼声。“牛郎织女误佳期（打一党史事件）”

“曲终人不见 (打一法律术语)”……谜题里包含了生
活常识、低碳环保、法规政策等知识，吸引着大家开动
脑筋，猜中的居民则欢欢喜喜地领取了小礼品。

爆米花摊位前排起了长长的队伍，小朋友们搓着
小手等待香喷喷的爆米花出锅。“好香啊，真好吃。”捧
着爆米花，孩子们的脸上洋溢出满足的笑容。

活动现场，社区工作人员向居民们广泛开展了防
电信诈骗、垃圾分类、五水共治、移风易俗等宣传，让
居民在欢乐祥和的氛围中学习安全知识，共同创建和
守护和谐社区。

最后，社区为参与活动的居民分发了汤圆礼包，
还一一上门为独居老人送去了元宵节的礼品和祝福。

带小孩的住家保姆月工资6000元起步

节后家政市场迎来用工小高峰

本报讯（记者 王俞楠）昨日，我
区中小学学生新学期报到。面对正
式拉开帷幕的新学期，各所学校也是
送上了“含龙量”十足的满满祝福。

在博奥小学校门口，老师早早就
位，还扮成“萌龙”，迎接同学们的到
来。憨态可掬的动作，惹得孩子们开
心大笑。校门口还设有“龙娃击福”
两面大鼓。“砰！砰！砰！”同学们用
响亮的鼓声开启新年新目标。

再往里走，左边的桌面上，摆放
着橙子、苹果、火龙果、大葱，同学们
摸一摸、碰一碰，寓意着“心想事橙”、
平平安安、红红火火、聪明伶俐。右
边的桌面也围满了同学们，大家纷纷
在便利贴上写下心语星愿，“我想要
每天和小伙伴一起玩”“希望大家天
天开心！”……写完后，大家把自己的
心愿贴在“龙年心愿集”上，一张张便
利贴好似一片片“龙鳞”，共同汇成了
一条“心愿龙”。

“契合龙年，明天我们还在开学典
礼上准备了‘龙的传人’主题表演，期
望通过传统武术表演和榜样演说相结
合，传承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激发
师生爱国情怀，点燃新学期奋斗激
情。”博奥小学谢玮玮老师告诉记者。

不仅是校门口，教室里也是“含
龙量”十足。

在金惠小学，或是挂着印有“开
学快乐”“欢迎回家”的龙年彩带；或
是黑板上画着“龙腾虎跃”祝福寓意
的彩龙，活灵活现；还有座位上一一
插着胖乎乎的可爱小龙……不同的
教室里有着不同的惊喜。

307班的黑板上，一条“红包龙”
让不少同学们充满期待。这里面藏
着“免作业券”“免值日券”“零食兑换
券”“优先干饭券”，还有可以变成任
何券的“万能券”等等。

不仅是充满幸运的“小红包”，班
主任杨嘉惠老师和家长们还给同学

们准备了一个“幸运袋”，装着他们喜
欢的小零食和一个可可爱爱的龙年
书签。“希望可爱的书签，可以带给他
们一丝读书的小乐趣，在新学期多读
书多积累。”杨老师告诉记者。

另一边，在广元幼儿园里，一场
“元元花灯会”让孩子们玩得十分尽

兴。其中不少形态各异的龙年花灯
也是孩子们的打卡热点。此外，套圈、
舞龙、年画、灯笼DIY、捏面人等各色
年俗活动，让孩子们发出阵阵欢声笑
语。“我们希望用这样的温馨、富有仪
式感的方式，让孩子们体验元宵的乐
趣，开启新的学期。”园长王尉说道。

新学期开学祝福“含龙量”十足
广泽社区：
为老人定制专场元宵活动

本报讯（记者 郭立宏 项哲斌）23日，一场为老年
人定制的元宵活动在新塘街道广泽社区居家养老服
务中心进行，来自社区的数十位老年人集聚一堂，在
志愿者带领下猜灯谜、吃元宵、夹弹珠，度过了一个特
别的元宵佳节。

在这场为老年准备的活动中，志愿者们带着老人
们集聚一堂话家常、品佳肴。社区还特地邀请了不少
孩子们唱歌表演节目，更是让在场的爷爷奶奶们开心
快乐,笑得合不拢嘴。与此同时，社区还准备了猜谜
语、夹弹珠、做趣味等数个益智小游戏，趣味十足，令
老人们忘记了年龄，沉浸在游戏的快乐之中。“今天我
们坐在这里多热闹，有好多小朋友也来陪伴我们，让
我们感到自己更加年轻了，好像自己不是七八十岁的
老人了，而是变成了二十七八岁的大姑娘了。”社区居
民王鲁华奶奶脸上洋溢着满满的喜悦感。

“益智游戏可以帮助老年人锻炼大脑的灵敏度、
减缓记忆力衰退。既锻炼了长者们的手脑能力，同时
还让他们在活动中增进交流，获得乐趣。”乐意养老服
务相关负责人说道，“未来我们还将不定时地开展各
种为老服务活动。”

本报讯（记者 朱林飞 通讯员 陆
建明）日前，北干街道江南之星公寓
物业接到业主方女士求助，说自己接
到了疑似诈骗电话，由于之前社区网
格员有上门进行过反诈宣传，心里有
点警觉，希望能帮忙确定一下这个电
话是不是诈骗电话。

经了解，原来方女士接到了一个
自称是某视频网站后台客服的
FaceTime视频电话，对方称方女士

在网络上签订了协议，需要开通微信
的理财通功能，如果不开通此功能，
将视为违约，每月将从该视频网站扣
除800元。这一说法引起了方女士
的警惕，因此向物业中心进行求助。

物业工作人员张丽是江南星城
社区的一名微网格员。听到方女士
的描述之后，立马想到这是一起典型
的通过FaceTime冒充客服的诈骗
电话，于是一边向方女士进行防诈骗

知识的宣传，一边将该情况反映给了
社区网格员小钱。

见面后，小钱第一时间协助方女士
进行了解除微信授权等一系列操作，并
向方女士普及了电信网络诈骗的一些
典型案例，告诉她现在诈骗手段非常
多，一定要提高防范意识，坚持做到不
听不信不转账。方女士向小钱表示了
感谢：“幸好社区经常派人上门宣传反
诈知识，所以我才多了个心眼。”

江南星城社区有1.2万余常住人
口。为提高居民群众的反诈意识，提
升防诈骗能力，社区组建了以网格
员、微网格员为主的反诈宣传队伍，
结合日常走访、便民服务等向居民开
展常态化防诈骗知识宣传。接下来，
社区将采取多种形式持续开展反诈
宣传，积极营造全民参与、全民反诈
的浓厚氛围，切实筑牢居民财产安全

“防护墙”。

本报讯（记者 朱林飞 通讯员 俞
虹洁）“这个青菜真新鲜，给我来两斤
吧！”日前，一场特殊的义卖会在城厢
街道东白马湖社区青年V站举行。

与别的义卖会不同，此次售卖的
物品是孩子们自己种植采摘的蔬
菜。“大家快来看，刚刚从地里采摘的
蔬菜，3块钱一斤！”在孩子们响亮的
吆喝声中，居民们纷纷前来挑选，不
一会儿就将所有蔬菜一抢而空。义

卖所得的钱，孩子们郑重地投入了
“春风行动”捐款箱。

为建设儿童友好社区，自去年9
月起，东白马湖社区相继开辟了东咚
园农事体验点、植物研学路、阳光运
动区、阳光阅读区等儿童友好空间；
同时，链接社区达人，结合传统节日
创新开展友好活动，营造友好氛围，
为孩子们创造更美好的成长环境。

去年12月，小朋友们在东咚园

菜地里种下了青菜、大蒜、茼蒿等蔬
菜。之后，在物业人员的帮助下，小
朋友们约好定期前来为蔬菜进行施
肥、除草等。

在大家的悉心呵护下，东咚园里
的蔬菜长势喜人，终于迎来了收获的
季节。社区邀请小朋友们前来体验
农耕采摘的乐趣。采摘结束后，大家
还自发地清除了园里的杂草。“春天
到了，我们今年要种更多的蔬菜。”有

小朋友开心地说。
根据安排，大家将采摘下来的蔬

菜拿到青年V站进行义卖。从种植
到采摘到义卖，孩子们全程体验了劳
作的辛苦、收获的喜悦及爱心的传递。

新一年里，东白马湖社区将继续
以儿童需求为导向，以儿童更好成长
为目标，把儿童友好理念融入各个领
域，强化服务品牌、拓展友好空间，用
心推进儿童友好示范建设。

本报讯（记者 刘殿君 通讯员
王新江 何方 俞超群）春节假期刚过，
这天，在楼塔镇信访办公室内，工作
人员收到了来自该镇雪环桥头村村
民楼某送来的两个精致的手工自制
新春礼物——“守护符”。楼某说：

“‘和·塔说’就是我们村民的守护符，
能解决我们的烦心事。”

2023年5月，楼某通过“12345”
反映，邻居楼某明在自己老宅公共区
域内搭建彩钢棚并散养家禽，养殖异
味严重影响周围的居住环境，楼某明

还占用公共区域绿化带种植蔬菜。
了解到相关问题后，雪环桥头村本着
矛盾即发即处，纠纷化解在早、处置在
小的原则，立即进行了实地踏勘调查。

经过村干部与镇“和·塔说”邻里
矛盾纠纷调解员多次组织双方沟通
协调，6月份楼某明对散养家禽问题
进行了清理整改。想不到到了9月
初，楼某明故态复萌，又开始在公共
区域散养鸡鸭和种植蔬菜，楼某又赶
到镇信访办反映相关情况。

镇“和·塔说”调解员会同联村组

及村干部再次进行现场踏勘、上门处
理。通过以理服人、用情化解，向双方
讲述和谐的邻里关系重要性，引导开
展换位思考等，要求楼某明将鸡鸭圈
养在自家区域，镇村干部们与居民一
起对公共绿化带按户数进行划分，划
定双方使用区域，规定不得随意占用
等等。为确定矛盾隐患的彻底解决，
镇“和·塔说”要求村里结合户户大巡
防、环境大整治等活动，经常对该处环
境情况进行巡查，防止矛盾死灰复燃。

近年来，楼塔镇积极探索建立信

访及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该镇
将矛盾纠纷化解情况作为信访风险
隐患排查的重点，按照“调防结合，预
防为主”的方针，整合司法所、派出
所、村委会等多元调解力量，建立

“和·塔说”矛盾调解品牌，做到能够
解决的及时解决，暂时不具备解决条
件的，向群众做好解释工作，获得理
解和信任。

2023年，“和·塔说”共调处各类
矛盾纠纷300余件，“和·塔说”矛盾
调解队伍已成村民平安“守护神”。

义桥镇：
元宵节活动再现“何家桥马灯”

本报讯（通讯员 陈佳蔚 记者 童宇倩）元宵佳节，
义桥镇一年一度的元宵节活动在义桥老街拉开帷幕，
居民朋友们在喜庆祥和的节日氛围中，开启一场与

“元宵”的美妙邂逅。
活动现场虽有小雨时断时续，但义桥老街广场上

却人流如织、热闹非凡。看演出、猜灯谜、吃元宵、挑
战答题、领奖品……营造出了喜庆、欢乐、文明的节日
氛围。现场设置了灯谜区，结合“学习强国”、扫黄打
非、义桥历史、科学常识等方面的知识，不少群众看着
元宵灯谜卡积极思考、交流讨论。在花灯展示区，还
有来自义桥21个村、6个社区手工制作的花灯依次排
开，花灯造型多样、色彩喜庆、花纹丰富，展现着各村
社新春新的气象。

此外本次活动的另一大看点是，已经停办了70
余年、几近失传的“何家桥马灯”全新亮相，在当天下
午“舞”进义桥老街，让现场群众走近非遗，了解传统
文化，共庆元宵佳节。

泰和社区：
以糖画年过个甜蜜元宵

本报讯（通讯员 沈燕萍 记者 王俞楠）元宵节之
际，新塘街道泰和社区小“泰”阳假日学校开展“元宵
喜乐，以糖画年”活动，以糖为笔，画出妙趣，诉尽心
意。

“糖画顾名思义，以糖作画，熬制糖浆在平面浇
铸造型。”活动前，老师简单介绍了糖画这门中国民
间传统工艺，展示了几个精致的工艺成品，获得小朋
友们一片呼声。“那今天，我们也来一起体验一下用
糖作画是怎样的感觉吧。”糖画体验正式开始，老师
将小朋友们分成四个小组，并为大家介绍了糖画工
具。到了作画的步骤，老师分别叫上每一个小组到
讲台前，亲手演示指导，何时加糖、如何用糖、怎样糖
绘，确定每个小朋友们都熟悉了，就让他们合力完成
作品。

“我要画的是龙，今年是龙年，希望我龙年顺
利！”陈同学满怀期待地说。“那我要画个马，龙马精
神！”坐在一旁的朱同学紧随其后。“我喜欢这个蝴
蝶，美丽而自由。”“我想要一条小鱼，年年有
余。”……每个小朋友都选择了自己喜欢的图案，撸
上袖子，跃跃欲试。

“风雨送春归，飞雪迎春到……”等待作画间隙，
更有孩子结伴背上了诗歌。迎春之初，开年之际，童
趣与糖的甜蜜相伴，美好愿景正在每个孩子指尖纷
飞。完成糖画后，有的孩子迫不及待舔上一口，直呼：

“好甜！”
一份糖画，画不尽的，是传统技艺的传承，是时光

记忆的延续，更是年年“幸福”与“甜蜜”的历史。孩子
们在糖画中裹进了自己的快乐与期许，希望在上元佳
节为新一年绘出美好开端。

银河实验小学教育集团文博小学一年级小朋友头戴“龙帽”来到学校，带着龙的精气神迎接新学期。 记者范方斌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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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都来种地吧！东白马湖社区孩子们的别样体验

反诈宣传出成效业主对诈骗电话“多了个心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