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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为全面落实省委三个“一号工程”、杭州

市委打好“经济翻身仗”、县委“七大攻坚战”决策

部署，淳安县召开深化“千名干部助千企”精准服

务活动总结部署暨业务培训会，以真抓实干、实效

助企，全力打造优质营商环境。

2022 年，市、县、乡三级联动，结合淳安企业

实际，精准匹配选派 119 名政治素质好、担当意

识强、能力作风优、熟悉经济工作的干部担任助

企服务员，重点服务淳安县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小升规培育工业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制造类

中小微企业、特色农林旅中小微企业、小微企业

园，着力为企纾困解难、落地惠企政策、助企做

大做强。

一年来，助企服务员们积极走访企业、掌握

情况、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受到企业诸多好评。

淳安经济开发区吴爱忠是县级助企服务员之一，

2022 年，他坚持每月 2 次以上进企业走访了解问

题，帮助企业协调解决了残疾员工上下班交通安

全问题、抗原检测试剂短缺、无疫工厂创建和企

业融资等多个问题，对助企纾困政策、开门红 25

条政策进行详细宣传和解读，通过“微党课”的方

式向企业党员宣传贯彻二十大精神，成为企业的

“贴心人”。吴爱忠说：“精准服务体现在帮企业

解决一件件小事中，做到‘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

音’，才能让企业家安心发展、专心创业、放心投

资。”

2023 年，淳安将在助企服务员们的好经验好

做法基础上，进一步提高助企服务政治站位，明确

目标，真抓实干，凝聚合力，通过组建县助企服务

专班，建立“快响应”限时办理体系，落实“淳惠办”

精准服务等有力举措，营造服务企业、助推高质量

发展的良好氛围。

汪霞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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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钱 江 晚 报 小 店

群中，经营蛋糕和零食

生意的张炜小姐姐，用

的微信名是“爱管闲事

的 姐 姐 ”。 在 小 店 群

里，张炜一贯热心肠，

群友有难，她总是能帮

就帮。

这 几 天 ，张 炜 12

年前的一次“管闲事”

又一次触发了群友们

的共情。

缘起只不过是陌

生人的善意，而这事说

起来对现在也仍有借

鉴意义。

本报记者 陈蕾

那之后，她们成了一家人

本报讯 “亚运会 9 月份就要在

杭州举行，作为一名小学生，我想用自

己的方式为亚运会献上一份礼物和祝

福。”在宁波余姚市世南小学的阶梯教

室里，卢煜少同学自信地说道。在他

面前，摆放着一个惟妙惟肖的亚运场

馆微景观，这几天吸引了不少同学和

老师前来欣赏。

这个作品大部分是用超轻黏土和

纸质材料完成的。不但有代表杭州地

标特色的三潭印月和雷峰塔，还有亚

运会主场馆及本届亚运会的三个吉祥

物“江南忆”。

卢煜少制作的这个微景观，里面

的不少材料都是废物利用而成。“用矿

泉水瓶底环绕做成亚运会场馆核心，

整体银色的‘外墙’是包花剩下的卡

纸，还有层层叠叠的高楼形象用的是

用剩的纸吸管。”卢煜少告诉记者。

现场，卢煜少还给大家秀了一手，

他随手捏了一个亚运会吉祥物“琮

琮”。他先用超轻黏土材料调配出“琮

琮”的身体颜色，左一捏右一揉搓，再

为它“凹”上个造型，“琮琮”的形象立

马浮现在眼前。

据了解，卢煜少从 4 岁开始就慢

慢爱上了超轻黏土制作，这个兴趣爱

好也让卢煜少的创意灵感和动手能力

都变强了。

小小的超轻黏土蕴含着学生无限

的创意空间，也展现了学生丰富多彩

的内心世界。“学校积极挖掘学生的特

长，发现每个人身上的闪光点，同时也

能增强他们的自信心。”世南小学大队

辅导员邹璐懋说。

本报记者 唐旭锋 通讯员 方思娴

这位宁波小学生有点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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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年前那次“管闲事”
让她们成了一家人

5050多岁的大姐突然冲进银行多岁的大姐突然冲进银行
执意执意“不报警”

12 年前的一个下午，张炜在银行排队办事，门外冲进来一个慌

慌张张的50多岁大姐，进门就喊着要汇款。

“这个卡里是我存的所有钱，我女儿在他们手里，我可以全部汇

给他们，我不识字，不会写汇款单，你帮我写，快！”要汇款的大姐是做

保姆的，要把卡里所有的3万多元存款都打给“绑架”女儿的人。

保安一听就明白了，连忙拉住她，银行职员和大堂经理也纷纷赶

来相劝，说这是假的，是诈骗。

大姐心急如焚，却听不得这些劝告的话语。相比之下，她更相信

电话里听到的“女儿的哭声”。

工作人员们无奈，再三相劝下，帮忙喊来了警察。但这位大姐情

绪已几近崩溃，民警来了也不好使，就是要给“他们”汇钱，换女儿平

安回来。

小姐姐感到再也不能继续观望
“将计就计”

在一旁观望许久的张炜觉得，相劝的人和观望的人，没有真正理

解一颗母亲的心：“大姐自己靠做保姆来供女儿上学，可想而知，她对

女儿寄予了多大的希望，又多么害怕她受到伤害。”

张炜琢磨了下，打算“将计就计”。于是她走上前去跟大姐说：

“大姐，他们不理解你，不给你汇是不对的，我帮你汇！”

保安不解，民警觉得蹊跷。张炜一边使眼色，一边拉着大姐去银

行门口的 ATM 机。不过，张炜把卡插进 ATM，输了密码后故意停

下来：“大姐，你要汇款的话还少一个信息，少了一个电话号码。”

“我自己的还是女儿的？”

“好像都不行，要另外亲属的。”

“我儿子！他在半山上班，我有他手机号码。”

大姐一报号码，跟着两人的民警立即记下来转头去联系，而张

炜，就假装操作转账拖延时间。

由此结下12年的缘分
逢年过节都会问候

事情之后的反转，自然让大家都满意。

民警联系上大姐儿子后，儿子问清妹妹的情况，立刻打电话回来

了，说妹妹在上课，啥事没有。

紧接着，女儿也打来了，说自己没事，大姐总算相信自己是遇到

诈骗了。不过，女儿不太放心，要了张炜的电话号码，添加了微信。

此后，张炜跟那个女孩也成了好友。每一年新年，女孩都会在微

信上向张炜问候，张炜还会给她发压岁红包。

时间过去了，当年的女孩已经大学毕业、工作了，妈妈也不做保

姆了，回到老家过上了悠闲的退休生活。

张炜每一年都会跟女孩说一句同样的话：要好好爱妈妈。

本报记者通过张炜也想采访一下母女，她女儿通过张炜表示，

12 年前的那件事对他们一家来说都是一件大事，当年的那 3 万元是

妈妈好不容易赚来的，对他们家来说不是一笔小数目，幸亏张炜出手

相助，要不然真不知道怎么办。而这件事也让姑娘一家心存感激，遇

到类似需要帮助的事情，“也会出手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