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邻 里 和 美

爱 在 社 区

社 区 达 人

记者 王巧丽 虞金辉
徐琼

“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
换美酒，与尔同销万古愁”。酒文
化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形式，在
源远流长的中国历史中占据着独
特的地位。随着现代工业不断发
展，设备更先进、包装更精美的工
厂化制造酒逐渐取代了传统工艺
酒，“烟熏火燎”的酿酒技艺越来
越少见。

近日，记者走进位于莼湖街
道直街上这家极不起眼的吴家酒
坊，酿酒达人吴忠杰师傅正在里
面忙得热火朝天。恰逢送酒入
缸，吴忠杰一大早就开始抽酒醅、
烤酒，下午才能蒸粮拌曲。“控制
温度是最重要的，会直接影响口
感和出酒率，没有大工厂的恒温
机器，更多的还是凭借自己多年
的经验和感知。”吴忠杰告诉记
者，手工酿造的粮食酒口感醇香、
回味悠长，有老底子的味道，也只
有凭着古法手工工艺酿造的纯粮
食酒，才配得上一代代的传承。

早在上个世纪50年代，吴忠

杰的父亲 17岁时就在地方国营酒
厂做学徒。酒厂改制以后，他父亲
便回到了乡下继续酿酒，成为了小
镇上远近闻名的酿酒师傅，直到十
几年前，吴忠杰才接过年迈父亲手
中的接力棒，立志把从前辈身上学
到的宝贵技艺继续传下去。尽管酒
坊生意挺火，但是吴忠杰仍旧坚守
着朴素的酿酒理念——把每道工序
每个环节做好，不盲目增产、不盲目
扩量，诚恳踏实，尽善尽美。

下午，蒸好的糯米饭散发出独
有的清香，吴忠杰与儿子一起将米
饭盛出准备拌曲。曲为酒之骨，而
植物酒曲，俗称白药，是将辣蓼草碾
碎榨汁，加入早稻米粉，搓成汤圆大
小，最后蘸上陈年白药粉催酵而成
的。吴忠杰表示，相比用糖化酶制
剂酿酒，用白药酿制的白酒虽然生
产成本较高，但酿出的美酒也更香
甜醇厚，是宁波传统酿酒技艺的法
宝，老底子宁波人更好这一口。

酒坊的蒸料车间旁，是两长溜
的酿酒大缸，糯米烧、冬宝老酒、甜
米酒……酒香氤氲，令人沉醉，不时
有人前来买酒，吴忠杰便热情地招
呼他们尝尝今年的得意之作。“前几

天跟朋友吃年夜饭带了甜米酒，尝
过以后都说味道好，全都托我再带
一些。”住在附近的屠女士笑着对记
者说，自己是吴家酒坊的常客了，特
别是每年春节，家里总要备上一些
酒坊的纯粮食酒，送亲戚长辈都很
合适。

“我们的酒是纯粮食手工酿造，

没有大规模地铺开经营，但经常会
有鄞州、海曙等地的人慕名而来，我
觉得很欣慰。”吴忠杰表示，他会一
直坚守古法手工酿酒技艺，如果有
人愿意学，他也会倾囊相授。

从一粒米到一滴酒，中国的酒
文化，在传承与更迭中历久弥新，唯
有匠人匠心，方得酒香酒韵。

匠心酿造好酒 传承老底子手艺
——记莼湖街道酿酒达人吴忠杰

记者 王巧丽
通讯员 宋静

近日，锦屏街道仁湖社区邀请
奉化本土青年作家、编剧陈伟军为
辖区居民带来了一场新书分享、亲

子阅读交流会，以自己的追梦故
事、创作心路，为大家带去孩子兴
趣培养、家长教育方式的思考与启
迪。活动现场笑声、掌声此起彼
伏，气氛热烈。

日前，陈伟军以个人经历为蓝
本，推出了儿童文学新作《我想成为
你的骄傲》，该书将视角聚焦在永远
处于被无形比较中的孩子们，入选

“百班千人”2024年学前及中小学
生寒假分年级阅读推荐书目。

“你做过最让你骄傲是什么事
情？”在孩子们的一个个故事中，
陈伟军讲起了最让自己骄傲的事
情，以及如何通过自己的主动出
击，抓住人生的一次次机遇，实现
自己的作家梦。“陈老师，我看过
很多本你写的书。”“我们可以合个
照吗？”很多小书迷携带陈伟军的
上一部作品《少年奔跑在田间》来
到现场，表达自己的崇拜之情。陈

伟军一一为他们写下新年寄语和美
好祝福。

“作为一名仁湖社区居民，在家
门口与大家分享新书，我感到特别
亲切。”陈伟军 16岁时出版了第一
本书，20岁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至
今已出版11部长篇小说，主编多个
作文系列，多次获国家级、省级奖
项。作为一名社区党员，他在仁湖
社区成立之初即联合有关部门设立

“陈伟军写作工作室”，开展社区暑
期公益写作课、阅读推广等活动，以
自己的志愿服务助推青少年的写作
阅读力、邻里居民的文化涵养力。

仁湖社区首次采用微信直播的
方式记录、推广本次活动，让无法到
场的书迷们与作家偶像来了一场云
见面。下一步，仁湖社区将继续积
极探索数字手段新方式，开展线上
线下相结合的特色活动，追求以人
为本，倡导和睦共治。

文化惠民进社区

仁湖社区邀请青年作家与居民面对面交流

记者 黄嘉婷 王巧丽
通讯员 葛梦园

近日，锦屏街道春晖社区“弄堂
里”美食社点燃了社区里的烟火气。

居民王阿姨满脸笑容地说：“这
个‘弄堂里’美食社真是太有意思
了！我家小孙子最喜欢我做的鱼香
肉丝，我想录个视频，让更多人学会
这个菜。”她一边说着，一边记下如
何拍摄更完美视频的要点。居民张
阿姨也表示：“我觉得这个社团特别
棒！我们可以通过视频学到不同家
庭的烹饪技巧，而且能拉近社区和

居民之间的距离。”
据春晖社区党委书记张露洋介

绍，“弄堂里”美食社旨在鼓励社区
居民以拍摄短视频的方式分享美食
制作过程，通过“新春晖”微信公众
号传播舌尖的味道，点燃社区烟火
气，打造熟人“弄堂里”。

社区计划每月开展两次“弄堂
里”美食社活动，组织社区干部、网格
员深入居民家中拍摄美食制作过程，
以油盐酱醋、人间烟火为切入口，拉
近社区干部与居民之间的关系。同
时，通过短视频在社区内传播，提升
居民参与社区工作的信心与积极性。

“弄堂里”美食社点燃春晖社区烟火气

记者 邬诚挺
通讯员 陈鼎洁

为缓解寒假期间流动双职工家
庭子女看护难的问题，这个寒假，江
口街道三横社区联合专业社会组织
共同启动“宝藏小屋”项目，携手开
启“寒假带娃”模式。

“今天我们上的是折纸课，大家
看，每个人的手上都有一个材料
包。”近日，记者来到江口街道三横
社区亲亲家园，看到十多名孩子正
在这里上课。本次暖心托管营以

“安全、文化、互助”为理念，前期社
工们针对托管子女的实际需求，精
心制定以寒假作业辅导为主，手工、
绘画、阅读、素质拓展等兴趣活动为
辅的管理方案。另外，还特别安排
了“童”行茶话会、“浙”里过年等创
新趣味活动，为孩子们打造充实而
有意义的寒假生活。

“在这里上课，遇到不会的题
目，老师会教我，也交到了很多好朋
友，感到很开心。”学生谭梓晨说。
家长尹柏松表示，孩子在家里基本
以看电视、玩手机为主，送到这里之
后，可以和其他小朋友一起做手工、
看书，寒假生活丰富很多。“我们社
区外来流动人口比较多，开办寒托
班，可以缓解双职工家庭的后顾之
忧，也让小朋友的寒假增加乐趣。”
该社区妇联主席郑瑜虹表示。

下一步，江口街道三横社区将
强化以社区为平台、社工为骨干、社
区志愿者为辅助、社会组织为载体、
社区慈善资源为支撑的“五社联动”
机制，携手多方力量共同打造一个
环境友好、设施齐全、服务完善的社
区儿童生活空间，进一步帮助辖区
职工及其子女在社区找到归属感、
增强获得感，有效推动基层治理效
能和居民幸福指数“双提升”。

三横社区托管营“托”出缤纷假期

记者 王巧丽 徐琼

为了引导儿童的色彩感知力，
发挥孩子的想象力，丰富孩子们的
寒假生活，近日，“奉化丨家门口”社
区平台在南溪未来社区组织开展了
一场趣味十足的黏土手工活动。

“我要捏一只小兔子”“今年是
龙年，我准备做一个福龙”……活动
现场，桌面上五颜六色的超轻黏土一
下子引起了孩子们的兴趣，大家你一
言我一语，个个跃跃欲试。来自宁波
奉化明在教育咨询有限公司的陈辉

为孩子们详细讲解了制作手工黏土
的具体步骤和注意事项后，大家就迫
不及待地开始创作自己的作品。

在制作过程中，孩子们全心投
入，充分发挥各自想象力和创造力，
运用不同的色彩搭配做出基础形
状，通过揉、捏、搓、贴、切等动作，将
手中黏土制作成各种样式的精美作
品。活动现场充满了欢乐和笑声，
大家玩得不亦乐乎。

“通过此次活动，孩子们在游戏
中寻找乐趣，同时也创造了属于自己
的作品。”活动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

南溪未来社区创意手工活动欢乐多

记者 王巧丽 徐琼

“我的寒假愿望是逼老爸减
肥！”在春晖社区党群服务中心，
来自实验小学的学生王彦迪大声
地表达着自己的愿望，天真朴素
的想法引得现场哄堂大笑。近
日，春晖社区联合锦屏成校与实
验小学，共同开展了“知子花开

与你童行”亲子活动，旨在加强家
长与孩子的沟通，解决孩子“休”
与“学”的矛盾，让孩子过一个快
乐的假期。

活动中，家长和孩子们带着
爱与期待如约而至。实验小学的
老师用简明诚恳、生动幽默的语
言，结合许多现实生活中的鲜活
事例，把建立良好的亲子关系的

重要性以及如何建立有效的亲子
沟通等知识通俗易懂地传递给大
家，并就大家关心的如何为孩子
规划寒假总体目标、制定每日计
划等方面问题，从老师的角度提
出了很多建议。现场还邀请了在
场学生上前发言，让在座家长听
到孩子们的心声。“通过活动，家
长和孩子之间都能静下心倾听彼

此对寒假的期待和要求，从而达成
一个共识，这样制定出来的寒假计
划更利于执行，也更利于亲子关
系。”实验小学特级教师俞芬表示。

春晖社区干部表示，未来将持
续开展多形式的多方协同共育活
动，形成“家校社”协同育人合力，切
实回应居民对高质量教育发展的关
切。

春晖社区开展“家校社共建”系列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