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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砸15扇车窗盗窃
流窜作案终落法网

本报讯 凌晨3点，夜深人静。一群外地
“小混混”流窜至启东，不时向停放车辆的内
部张望，伺机选择“目标”，洗劫车内财物。近
日，市公安局汇龙镇中心派出所成功破获一
起盗窃案。

10月25日凌晨，汇龙镇中心派出所接到
辖区群众报警称，宝岛花园15辆汽车玻璃被
砸、车内贵重物品不翼而飞。民警火速赶赴现
场，对当天夜里来往的可疑人员开展排查。

经过细致研判，民警迅速锁定了黄某等4
名犯罪嫌疑人身份，发现其在作案后已潜逃回
老家淮安。为尽快挽回受害人损失，民警第一
时间前往淮安，成功将4名犯罪嫌疑人抓获。

经调查，4名犯罪嫌疑人砸损宝马等品牌
汽车车窗15扇，盗窃钱包、手表等财物，涉案
金额近6万元。到案后，4名犯罪嫌疑人如实
供述了其通过砸窗破门方式盗窃车内财物的
犯罪事实。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通讯员 汤翌）

今年 11 月 9 日是第 33 个全国消防日。
从2017年开始，每年的11月为全国消防宣
传月，今年的活动主题是“全民消防 生命
至上”。

患生于所忽，祸起于细微。一些火灾事
故，看似“偶然”，实则“必然”；看似防不胜
防、难以避免，实则萌生于日常被忽视的隐
患、潜藏于不负责任的细节，暴露出当事人
安全意识淡薄，敲响了整个社会安全生产
的警钟。

实施消防安全治理，是保障消防安全
的关键。不论是组建国家消防救援局，实行
统一领导、分级指挥，建立起条块结合、以
条为主的双重管理体制，还是大幅拓展消
防救援队伍职能任务，消防救援覆盖城乡
和森林草原火灾扑救以及洪涝、地震、地
质、台风、建筑坍塌、危化品泄漏等灾害事
故救援各领域；抑或始终紧盯高层建筑等
高风险领域，及时跟进电动自行车等新兴
业态，精准研判、精准执法、精准治理……
近年来，我国积极创新社会消防安全治理，
为预防火灾和减少火灾危害、保护人民群
众生命财产安全、维护公共安全发挥了重
要作用。

提高全民消防意识是减少火灾事故的

关键所在。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近日下发
通知，部署开展消防宣传月活动。不论是广
泛开展消防安全宣传教育，组织开展“消防
安全大家谈”、“消防公益说”等活动；还是
充分发动志愿者队伍，广泛开展以火灾隐
患排查整治和消防安全宣传为主的公益活
动；抑或充分利用线上线下各类载体推送
消防宣传作品，在人员密集场所张贴悬挂
宣传标语、海报……今年的消防宣传月，通
过开展形式多样的群众性消防宣传教育培
训活动，进一步提升公众消防安全意识和
自防自救能力，有利于强化消防安全风险
防范，切实筑牢消防安全的人民防线。

也要看到，安全重于泰山，防患胜于救
灾。坚持群众路线，推动消防安全工作从一

元治理向多元共治转型，加快推动乡镇街
道消防监管力量建设，坚持和发展新时代

“枫桥经验”，发动乡镇街道、村（居）民委员
会工作人员和网格员等力量，将消防工作
融入“多网合一”综合网格管理，不断夯实
维护消防安全的社会基础，实现消防安全
工作的群防群治、群防群控，才能汇聚起维
护消防安全的强大力量。

消防安全，人人有责，人人可为。让我
们时刻绷紧消防安全这根“弦”，以开展全
国消防月活动为契机，共同行动起来，关注
消防、支持消防、参与消防，争做消防安全
的维护者、倡导者、践行者，不断提高消防
安全意识，织密消防安全“防护网”，为构建
和谐安全的家园贡献力量。 黄宗跃

岁月流转，惠安镇老街的老手艺人依然坚守——

市井老店诉说岁月传承

重走启东老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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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顾晓晓 沈凡杰 吉浩宇 陈海玲

沿着惠安北二路走到尽头，便拐进一条幽长
的街巷。这里的猫猫狗狗，亲昵地蹭着每一个路过
的行人，不时有车辆穿梭其中。一个头发花白的老
人家，正爬着梯子修补着自己的老屋，充满了生活
气息。这里，便是惠安镇老街。

惠安镇老街南北走向，全长约3.3公里，宽约
2米。不同于大部分老街笔直的走势，惠安镇老街
蜿蜒曲折，走到拐角处才能窥见下一段风景。俯瞰
之下，整条老街宛如一条巨龙静卧，因此也被称为

“龙街”。
今年76岁的季诚，是惠安村原村支书，他小

心翼翼地向记者展示手写的《惠安村（镇）志》。这
份17年前的珍贵资料，密密麻麻地记录着惠安村
的历史和变迁。

“20世纪60年代的时候，老街仍然很繁华。”
季老回忆，那时惠安镇人口鼎盛，来自浙江、安徽
等地的商人都慕名来到惠安镇做生意。老街上商
铺林立，染布店、书局、银行、医院等一应俱全。“当
时惠安街上的热闹声，连汇龙镇都能听得到。”季
老感慨道。

然而，城镇化的浪潮席卷而来，繁华一时的惠
安镇老街慢慢淡出了人们的视野。如今，老街的常
住人口只剩500多人，且多是年迈的老人。年轻一
代为了追求更广阔的天地，纷纷挥别了这条老街。

尽管如此，老街上的生活依旧在继续。87岁

的张爷爷，仍守着他那代代相传的老房子；89岁
的徐建强师傅，则用双手为街坊邻居箍制着一只
只木桶；已经开了60载的摇面店，在87岁张亚珍
婆婆的坚持下，每天依旧准时开门，风雨无阻……
这些老手艺店，默默诉说着老街的坚守与传承。

“叮叮当当……”老街北面的打铁铺里，66岁
的杨新正挥汗如雨，清脆的敲击声不时从昏暗的
铁铺里传出。与房屋相连的土炉子内，火焰熊熊燃
烧，将炉中的铁块烧得通红。随后，在机器的轰鸣
声中，通红的铁块逐渐被锤炼成锄刀的形状。

杨师傅家三代打铁，他本人也已辛勤耕耘30
余载。“想当年，我还得亲手挥榔头，喘得连水都喝
不上，现在都有机器了。”杨师傅的话中透露出些
许无奈，“年轻人都走出去了，我这份手艺估计也
是最后一代了，以后没有人记得铁匠炉了。”

红莲理发的老板娘施红莲和她的老伴杨益
人，也已年过古稀。老两口翻新了老宅，将后院布
置成一个五彩斑斓的花园，月季、鸡冠花、一串红
竞相绽放。尽管儿女不在身边，他们也自得其乐。

“跟邻居闲话家常，夜晚去桥头跳广场舞，简单却
快乐。”施红莲满足地说。

夕阳西下，老街背后的三条港河在残阳光影
下波光粼粼，红莲阿姨后花园的灯带开始闪烁。河
边新造的红色围栏，为古朴的老街增添了一抹亮
色。偶尔传来的人声低语，更衬托出老街的静谧与
安详。无论岁月流转，老街永远屹立。

消防安全，人人都是“第一责任人”

本报记者 高璐璐

“这些钱包你们一
定要收下，是我的一片
心意！”11月5日上午8
点，家住北城区街道绿
城花园社区的居民陈
健康，由保姆推着轮椅
来到社区居委会，将手
中紧握的6个钱包塞进
社区工作人员手中。

这位老人为何会
一大早带着钱包来到
社区？陈健康今年已87
岁高龄，老伴病故，儿
女又长期在外地工作。
虽然儿女为他请了保
姆，但保姆在早上为他
准备好一日三餐后便
会离开，因此平日里总
是独自生活。

去年年底，社区工
作人员在日常走访时
了解到陈健康的情况，
便经常来到老人家中
探望，陪老人唠家常，
排解他的寂寞与孤独。
心细的工作人员经常
会透过窗口，看到老人
安全在家，便放心离
开，发现老人生活上有
困难就会第一时间帮
忙解决。

社区工作人员平日
里对老人的细心照顾，
让这名已有63年党龄
的老党员感恩在心。为
表达心中的感激之情，
老人特意准备了6个钱
包，每个钱包里都装有
500元现金，打算送给
一直以来照顾他的社区
工作人员。“天冷了每个
人去买条蚕丝被！”陈健
康满含深情地说道。

面对老人的深情厚意，社区工作人员既
感动又为难，他们深知这份心意的背后，是老
人深深的感激与信任，但他们不会接受任何
形式的馈赠。由于老人执意要给，绿城花园社
区书记徐莉莉只好先将钱包收下，让老人安
心。在老人离开后第一时间与老人的女儿取
得联系，并说明情况。“麻烦你回了启东就联
系我们，我们将钱包还给陈爷爷，但请不要告
诉他！”

陈健康的女儿在得知此事后，深受感动。
她表示，会尊重社区工作人员的决定，同时也
感谢他们对父亲的关心与照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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