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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仁法获评“宁波市兴村名师”
本报讯（通讯员 应国民）江口街道三迸桥村党支部书记

王仁法，在担任张俞村第一书记期间，积极筹集资金，为村里安

装路灯、建造综合办公楼，增加村级集体经济收入，为建设美丽

家园作出贡献，被评为“宁波市兴村名师”。

5个村完成“一村万树”示范村创建
本报讯（通讯员 应国民）2018年以来，江口街道发动各村

参与“一村万树”示范村创建活动。至今，蒋葭浦村、江口村、沈

家 村、王溆浦村、新塔村已成功创建示范村。

三迸桥村80岁以上老年人
连续13年收到春节红包

本报讯（通讯员 应国民）2009年以来，江口街道三迸桥村

党支部书记王仁法，每年春节前自掏腰包，为村里 80岁以上老

年人每人发500元红包，深受好评。

江口实验幼儿园建成
本报讯（通讯员 应国民）江口实验幼儿园建成，占地约

7000平方米，设12个班，计划今年9月招生。

红十字凡心志愿队亮点多
本报讯（通讯员 应国民）江口街道红十字凡心志愿队成立

5年多，在便民服务、垃圾分类、无偿献血、美丽庭院建设等方面

表现突出，累计服务 1200余人次。新的一年，他们将努力打造

一支运作规范、制度齐全、服务多样的优秀队伍。

通讯员 应国民
农村文化礼堂是根植在乡野

间，带着泥土气息的精神家园。它

建立在本土传统文化之上，集学教、

礼仪、娱乐于一体，让乡风民风“活”

了起来。它是村民抒发乡愁的渠

道，是弘扬乡风文明、繁荣农村文化

的载体，是实现“精神富有”在农村

落地生根的重要阵地。

精神殿堂：
传承历史文明的家园

“现代化的社会主义新农村，除

了做好道路硬化、路灯亮化、环境绿

化，还要有村民寄托情感、获得精神

力量的地方，能满足村民对文化生

活的渴求，让群众文化唱主角。”江

口街道蒋葭浦村党支部书记蒋世立

这样理解文化礼堂和新农村建设。

农村文化礼堂的本质是精神家

园。江口街道将文化礼堂建设作为

推进文化强街道建设的抓手，整合

硬件软件、融合时间空间、凝聚百

姓百心，使“文化礼堂”变成“精

神殿堂”。

文化礼堂在江口新农村的土地

上发展壮大，承担起更多使命。讲

堂、礼堂、道德法庭等相继落户村委

会办公楼，建筑还是原来的建筑，但

内核和使用率得到提升。按照“吸

引群众参与，提升群众素质”的要

求，这些文化礼堂各组成部分，常年

开展形势政策、致富技能、法律常识

等教育培训和道德评议。

文化乐园：
展示乡村文化的舞台

农村文化的魅力来源于群众的

创造力，江口文化礼堂把这种力量

放大、升华。

走进蒋葭浦村，便被布置精美

的舞台抓住了眼球，舞台有背景墙，

配齐了灯光、音响等设施，并打造了

一个可容纳五六百名观众的广场。

这是江口文化礼堂“欢迎大舞

台”的标准模版。江口以“天天有活

动，月月有主题”为要求，以“欢乐大

舞台，有你更精彩”为理念，创设“欢

乐大舞台”文化活动品牌，将群众自

发的文化活动引入健康有序的发展

轨道，实现了锻炼基层文体队伍、促

进多元文化融合、满足群众文化需

求、丰富农村文化内涵的目标。

街道宣传干事吕龙辉告诉笔

者，文化礼堂建设以来，文化活动内涵

丰富了，也更规范、系统。该街道制定

了一系列活动计划，以更好地满足群

众精神文化需求。

定期组织文化活动，让群众从“看

文化”到“演文化”，从“送文化”“种文

化”到“创造文化”，充分体现出群众的

参与性。同时，江口形成了一批有特

色、有亮点、接地气的乡土文化活动品

牌，如江口大家乐、三迸桥村自编自演

村歌、浦口王村民歌、朱应村走书等，

颇受当地百姓欢迎。

教育基地：
提升农民素质的平台

走进三迸桥村，整洁的村貌与洁

净的河道让人眼前一亮。这里讲究

“人穷不要紧，人品最要紧”，“红白事

新办，不搞封建迷信”成为共识。在

这，尊老爱幼、尊师重教成为村民遵守

的规则。

问及原因，村党支部书记王仁法

说，盖因村里的教育基地——“文化

礼堂”。

村文化礼堂过去是一座老旧祠

堂，投资 100余万元改造一新，村史搬

进了陈列橱窗，好人好事上墙汇成“好

人榜”，考上大学的本村青年登上“学

子榜”，90岁以上老年人进“长寿榜”，

典型引人，道德风气激励村民。

王溆浦村文化礼堂针对家庭不

和、邻里纠纷等问题，成立村民道德评

议会，由德高望重的老党员、老干部对

村里发生的事情随时展开评议。

哪家婆媳有矛盾，找道德评议会

评理；发生邻里纠纷，找道德评议会

调解；村里有好人好事，道德评议会

张榜表扬；出现不文明现象，道德评

议会批评教育。道德评议会还开展

双学双比户、环境清洁户、邻里团结

户、婚育新风户和孝心户“五个文明

示范家庭”评选活动，使村民道德行

为有了具体标杆。

通过道德评议和“五户”评选，该

村树立了一批草根典型，宣传了身边

的平民英雄和凡人善举，让村民觉得

可信、可亲、可敬、可学，从而营造了学

习、崇尚、争当道德模范的浓厚氛围。

文化礼堂是村民学习的场地。江

口各村利用文化礼堂举办蔬菜种植、

家政服务及经济人、礼仪等内容新鲜、

形式新颖的培训班，引得男女老少竞

相参与。据统计，街道通过文化礼堂

共举办各种接地气培训班 258期，受

训人员2887人次。

构建乡村精神家园
——江口农村文化礼堂纪行

本报讯（通讯员 应国民 蓝海多 洪傅
瑜）“作为职工的‘娘家人’，始终把职工装在心

里，对他们怀有赤子之心，才会迸发并保持千方

百计为职工服务的激情。能否跟职工的心贴得

更近，这是检验工会干部工作的试金石……”江

口街道总工会一位负责人表示。

去年，街道总工会助力企业发展、关注职工

需求，努力画好和谐共生同心圆。

为给企业和职工搭建互动桥梁，街道总工

会提出“以职工为中心，让职工当主角，由职工

说了算”的工作思路，广泛征求职工意见，让职

工感受到自己是企业的主人，营造了职工全程

参与、全力支持企业发展的良好氛围。宁波秉

航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工会成立人资服务中心，

做好薪酬福利、劳动关系、职称评定，提供全方

位一站式服务，通过即时响应、规范管理，全面

提升人资工作效率和职工满意度。

在推动职工参与基层社会治理中，街道总

工会蹚出一条新路子，建立起“小三级”协商对

话体系。通过完善企业、园区、社区“三位一体”

的劳资纠纷预防调处制度和应急处置预案，明

确工会参与调解处置的职责，加强工会对劳动

关系的监督。目前，已形成企业工会、园区工会

联合会、社区工会联合会“小三级”工会组织架

构。“小三级”工会组织平台，既方便企业及时了

解和掌握职工需求，也便于职工为企业发展建

言献策。企业工会从职工切身利益出发，维护

职工合法权益，促进劳资双方实现共赢。

推进联席会议制度常态化，让联席会议成

为企业民主管理、构建和谐劳资关系的主阵

地。街道总工会负责人表示，推进联席会议制

度有两方面好处。一是注重职工意愿有效反

映。联席会议每半年召开一次，如遇特殊情

况，可经双方协商，随时召开。联席会议旨在

促进劳资双方理性沟通，及时了解职工诉求是

联席会议召开的前提。二是注重议定事项跟踪

落实。联席会议后，对职工诉求解决情况进行

梳理，形成诉求处理公告，明确诉求解决方

案，落实部门、时间、责任人，做好诉求承接

与处理跟进。

2021 年，街道总工会将牢固树立服务发

展、服务社会、服务企业、服务职工的理念，突出

抓好维权帮扶，开拓创新、把实工作，为推进江

口发展作出新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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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员 应国民
甬山位于江口街道，因峰峦似

覆置大钟，像古甬字故名，又因山

上有寿峰塔故又名塔山。甬山取名

来源还有另一种说法，晋代玄学家

郭璞曾云游至甬山，俯瞰剡江，东望

平原如锦，远山连绵，叹曰：“明山剡

水，气势甬甬，五百年后必成一大都

郡。”后人借郭璞之意，取名甬山。

宁波简称“甬”，源于甬江，而甬江之

名源于甬山。甬江上游剡江流经甬

山，旧方志称“甬江之称，殆因其源

出于此，而名之也。”因此，可以这样

说：“甬山是宁波的父母华顶。”

甬山为四明山脉东入宁绍平原

之余脉，山上有高塔、古寺、雅亭、幽

洞，古有二十四景七十二洞天之

说。甬山地质属于火成岩丹霞地

貌，清人所著《四明谈助》载：“自趾

至巅皆石，突兀离奇，如巨灵布武。”

甬山历史的开启
甬山的历史是肇始于老庄、发端

于春秋、土生土长的道教开启的，它

的历代信仰者在甬山演绎着“生生不

息”的道教真谛。据古籍载，甬山曾

有梅福庵、梅福洞等古迹，系汉道家

梅福所留。官至南昌尉的梅福为抗

王莽专政，辞官弃家在甬山之阳听莺

悟道，元时戴表元作《访梅福洞》诗

云：路逢耕者问，山是化人开。梅尉

成仙去，安知不此来。”在毛翼虎和范

学文两位先生合著的《奉化风情》一

书中，曾收录法号“西来”和尚咏《梅

福庵》一诗，诗云“羽士留丹定，金仙

作化城。松房新月朗，药井旧泉清。

路入幽篁去，门开沧海平。倚栏遥骋

望，寥廓一身轻。”

据传，过了若干年，晋人葛洪在

甬山之阳头陀岩处炼丹，故甬山也

被列入道家七十二洞天。葛洪炼丹

处在各地志书记载很多，如杭州的

宝石山、余姚的白水冲、广东的罗浮

山等，葛洪是著名的道教理论家、炼

丹家，有道教经典《抱朴子》传世。

如今，甬山清水庵有葛仙翁殿，手执

仙拂的葛洪，一脸端庄，眉宇间透着

一股仙风道骨之气。清水庵所在地

就是当年葛洪炼丹处，庵内一天然

岩洞即头陀岩，一个普通的岩洞就

上演了一场道佛相承、佛道合一的

历史。清水庵原为道教用地，后梁

贞明二年僧元绰建成塔山教寺，明

朝永乐年间废，明崇祯年间甬山下

蒋葭浦村蒋三槐迁清水庵至塔山教

寺遗址。清水庵的道佛相承显得自

然而平和。现今的清水庵坐落于山

峰环抱间，古朴清幽。沿曲折盘旋

山径来到清水庵，豁然开朗，有如桃

源胜境。庵前有数棵沙朴，大者须

两人合抱，树荫广覆，高树蝉鸣更托

古庵清幽。清水庵前有平台，可以

俯瞰剡水悠悠和江口市镇，西南望

可见同山八垭。

据史料载，官至秘书监的唐代

著名诗人贺知章因不满奸相所作所

为，索性眼不见为净，与御史中丞杜

胜等人辞官还乡。杜胜全家隐居在

甬山平岩洞西南麓，后子孙繁衍形

成现在的杜家畈村。受杜中丞之

邀，贺知章常来甬山之麓剡江边垂

钓，寄情于山水之间，后人为纪念

贺知章，在其垂钓处用石筑一方台，

称为“贺监钓台”。另据史料载，晚

年的贺知章醉心于道教，唐朝天宝

年间，贺知章在甬山附近建招贤观，

祀东岳之神。因此，江口在唐宋时

被称为“招贤墟”，此观在清光绪二

十五年由乡人募捐重建。

白雀寺与白雀亭
佛教与甬山的联系始于白雀

寺。据《奉化市志》载“南北朝时在

甬山建白雀寺”，据传是六朝名僧智

觉大师所建，甬山白雀亭有亭联云：

“佛刹盛于齐梁正赖后人寻旧迹”。

甬山白雀寺曾与雪窦寺、岳林寺、青

莲讲寺并称为奉化四大名寺。甬山

白雀寺已逾千年。白雀寺兴盛时，

香火旺盛，在甬山方圆一带很有名，

朝奉的善男信女在甬山石径上络绎不

绝。当时，白雀寺有门楼、山门、金刚

殿、大雄宝殿等建筑，可谓规模井井、僧

侣济济。如今，白雀寺西北荆蔓中仍有

千僧井，井为凿岩石而成；水出岩罅。

井于前几年被有心人浚淘干净，现今井

水清清，井边山坡有松树，井水映松影

别有风味。

白雀寺门楼上有蒋介石所书的“四

明胜迹”和于右任题写的“甬山白雀

寺”，后门楼毁于文革时，斯宇不存，千

年白雀寺也化为残垣断壁，而后荒草萋

萋，但千百年来总有一股促使佛刹复兴

的力量在涌动，使得白雀寺屡废屡兴，

如今白雀寺正在逐步恢复昔日的兴盛。

甬山有白雀亭在山腰，亭建于一巨

石上，六根石柱上覆穹顶。白雀亭建成

于 1935年，至今亭梁上刻有当年白雀寺

住持悟静法师所撰的建亭小记，并附有

当年建亭修路捐款人名单，其中有蒋介

石胞妹蒋瑞莲。六根石柱上刻有小篆、

楷书、隶书、行书四副楹联。其中有一

副落款为“洒脱衲子也空”所撰的楹联：

“净土有真才实学工夫坐卧居行惟念

佛，一亭具四面八方气象雨风雪月总宜

人。”四副楹联和悟静法师的建亭小记

为小小白雀亭增色不少，文气暗生。

稿源来自《江口》散文集一书

甬山史话（上篇）

本报讯（通讯员 应国
民 殷旗）2020年，江口街道

团工委凝聚青年、服务青年，全

神贯注抓团建，为建设美好江

口贡献力量。

创建“青年之家”阵地。为

方便青年找到团组织、参与团

活动、享受贴心服务，打通服务

青年的“最后一公里”，街道团

工委整合资源，创建“青年之

家”阵地，壮大青年志愿者队

伍，积极开展理发、修理、咨询

等志愿服务，深受群众欢迎。

志愿者从开始的 30人增至 60

人，为民服务210人次。

开展青年大学习活动。制作

青年大学习宣传品，利用街道行

政服务窗口、综合指挥部网络员

平台，发动辖区团员青年积极参

与。目前，参加学习人数达 1.2
万人次。

助力“我们的家园”建设。

各村团组织主动配合村里开展垃

圾分类等活动。团员青年纷纷化

身垃圾分类监督员，到桶边检

查、监督，发现问题及时指导，

引导村民走生态环保之路，共同

把家园建设好。

重服务 利群众

打造一流工作品牌

七 彩 生 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