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西坑村：放弃“摇钱
树”再觅致富路

在去年连续补种了 4万余株
1000 多亩常绿树种之后，毗邻
溪口镇雪窦山核心景区的西坑
村，成为奉化在四明山区第一个
进入封山育林的村庄。挥手告别
曾经的“摇钱树”，西坑村开始
在“发展乡村旅游”上引导村民
寻找新的致富路。如今，西坑村
处处美景，巍峨的牌坊、整洁的
村道、精美的小桥，成为小有名
气的宜居之地。

（奉化溪口镇）

石浦：小黄鱼鲜了
餐桌

近期，新春出海的渔船陆
续回港，锃亮的小黄鱼进入市
场、跃上市民的餐桌。一位船老
大介绍，新春第一航次共捕获小
黄鱼近 300箱，除了直销甬杭各
大酒店，绝大部分进了本地市民
的菜篮子。

（象山石浦发布）

钟公庙：社区“姻缘
室”远近闻名

王芳是鄞州区钟公庙街道泰
安社区“一见芳心”红娘工作室负
责人，也是远近闻名的热心红娘。
过去三年，她共登记单身男女
343 人，介绍 112 对相亲，其中 12
对步入婚姻，6对见过父母，17对
正在热恋。为帮这些素昧平生的
男女“牵线”成功，王芳仔细对比
资料，做性格分析，一次介绍不成
功就两次，两次不行就三次，直到
帮单身男女青年找到心仪对象为
止。

（鄞州钟公庙街道）

坎墩：送爱心暖人心

日前，慈溪爱心公益扶助会
志愿者来到坎墩街道三群村，为
老人免费体检，送去生活用品和
文艺节目。同时，几位志愿者还拿
起剪刀，帮老人理发。一位老人理
完发后，笑得合不拢嘴，连声说：

“姑娘好手艺，我老太婆变年轻
了！”

（慈溪坎墩街道）

孔浦：争当理财小能手

如今，孩子们的压岁钱越来
越多，一个春节下来，少则几百
元，多则上万元。为帮“小富
翁”们合理支配压岁钱，江北区
孔浦街道白杨社区联合江北实验
幼儿园，开展了一场“争当理财
小能手”活动。60 名小朋友集
体到超市购物，每人最多花 10
元钱。幼儿园老师说，别看孩子
们年纪小，但他们有一定的独立
思考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这次实
践活动有助于培养孩子们合理支
配金钱的理念和正确的价值观。

（江北孔浦街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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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浙江““最美民政最美民政人人””陈陈赛花赛花————

““小服务小服务””托托起起社区社区““大民生大民生””
本报记者 陈朝霞
通讯员 张 立 王瑾琛

为老服务
点点滴滴总关情

2014年 7月 7日，陈赛花从牡
丹 社 区 书 记 的 岗 位 上 “ 走 马 上
任”到安丰社区。“社区是居民的
家，作为社区带头人，要一如既
往地将社区当成自己的家，用真
情服务好居民。”陈赛花说。

陈赛花先将目光放在“为老
服务”上。“安丰社区下辖玫瑰
苑、联丰路 169弄、丰馨苑 3个小
区，约 3400 户居民，其中 60 岁以
上的居民有 1000 余人，让老年人
住得安心，是社区的重要任务。”
陈赛花表示，大多数老人物质生
活无忧，精神需求较大，社区要
成为他们的精神家园。

除了建立社区居家养老服务
中心，改善硬件设施外，陈赛花
在多次入户走访后，根据需求组

建 起 了 甬 剧 班 、 越 剧 班 、 京 剧
班、民舞班、合唱班等。没有合
格的辅导老师，她动脑筋让老人
从 电 视 、 电 脑 上 学 习 ， 还 通 过

“带出去、请进来”等交流联谊的
方式，创建社区老人自我教育和
自我养老模式，社区文体工作也
由此红红火火地开展起来。

点点滴滴的关心让社区很多
老人把陈赛花当成自己的亲人。
春节前，87岁的孙月卿参加社区3
次活动，均没看见陈赛花在场，
便几次三番打听原因，得知陈赛
花生病请假后，特地和 90 岁的老
伴一起，到位于江北的陈赛花家
中探望。对此，陈赛花非常感动
地说：“老人把自己当成女儿，让
我觉得再累再忙也很快乐。”

帮困解难
社区充满正能量

帮困解难是陈赛花另一个重
点关注的领域。陈赛花为社区享
受低保人员、残疾人、困难群体

建立了一户一档，在物质和精神
上予以帮扶。不管工作多忙，也
不管白天黑夜，只要有居民来求
助，她总是尽己所能通过各种途
径为民排忧解难。

2014 年 8 月 ， 陈 赛 花 着 手
“升级”自娱自乐的“红玫瑰手工
坊”，将其打造为社区下岗失业人
员参与公益“微就业”的基地。
目 前 ， 该 项 目 得 到 市 妇 联 的 资
助，让社区 24 位下岗女性得到布
艺培训机会，并开始承接外贸企
业加工单子，其中两人还尝试在
网上做起了布艺“微商”。

2014 年 11 月，联丰新村车站
西 移 ， 给 社 区 居 民 出 行 带 来 不
便，几位老人晚上7点打电话给陈
赛花，她放下饭碗第一时间回到
社区，安抚他们的情绪，引导他
们通过正常渠道反映问题。安丰
街施工扰民、沿街店面化粪池外
溢冲入小区等问题，也是在她的
耐心细致工作下得到解决。

2016 年 8 月 ， 陈 赛 花 创 建
“和谐花”工作室，由社工师和心
理 、 法 律 、 婚 姻 家 庭 专 家 等 组

团，为居民提供有关亲子、婚姻
关系等问题的咨询和沟通，至今
成功化解了 12 起因家暴、经济纠
纷等引起的家庭危机，受到居民
的信赖。安丰社区成为全国妇联

“幸福婚姻家庭进社区”28个试点
社区之一。

解决停车难题
共建社区美家园

近 日 ， 笔 者 驾 车 前 往 玫 瑰
苑。在通过小区门口的智慧停车
闸口、畅通无阻驶进小区后，看
见地面上标有汽车行驶方向，停
车位整齐划一，旁边还清晰地留
出4米宽的安全通道，上面“生命
通道禁止占用”字样非常醒目，
一切井然有序。

不过，家住 12 弄的居民张女
士告诉笔者，这里曾经出现停车
无序的场景。“有人下班前一个
小 时 就 让 家 人 去 占 车 位 ， 为 抢
车 位 吵 架 甚 至 打 架 的 现 象 时 有
发 生 ； 我 家 的 车 库 隔 三 差 五 被

违 停 的 车 辆 堵 住 ， 还 多 次 发 生
刮 擦 事 故 ； 消 防 通 道 被 占 用 更
是 司 空 见 惯 ； 小 区 的 绿 地 被 每
天 横 七 竖 八 停 着 的 车 子 破 坏 得
寸 草 不 生 ， 下 雨 天 泥 土 被 带 到
小 区 道 路 上 ， 天 晴 后 则 扬 尘 乱
飞。”张女士介绍。

陈赛花对当时的情景也记忆
犹新：“社区有 900 多辆汽车，车
位只有300多个，停车位改造刻不
容缓。”为此，在多次听取专家和
居民的意见后，2016 年 3 月社区
启动停车位改造。“首先将双向通
道改成单向回路通道，利用腾出
的道路空间增加车位，再盘活受
损、不合理和‘死’绿化用地，
又增加了一部分停车位。同时，
在小区设置消防通道，形成全循
环。经过半年改造，新增了537个
车位，初步缓解了停车难题。”陈
赛花介绍。

在社区居住了 11 年的刘阿姨
开心地告诉笔者：“现在小区不仅
有秩序了，而且绿化得到恢复，
新设了健身设施，环境美了，大
家更爱自己的社区了。”

本报记者 陈朝霞
通讯员 毛一波 吴佳怡

地处鄞江镇西南部的清源村
由禅岩、卢王两个自然村组成，
全村总户数 443户。“记得以前村
里 一 到 下 雨 天 ， 道 路 泥 泞 ， 走
过 去 两 脚 全 是 泥 巴 ， 老 人 出 门
很 不 安 全 。 村 民 主 要 以 务 农 为
生 ， 人 均 收 入 较 低 ， 年 轻 人 也
不 愿 意 留 下 来 ， 出 去 打 工 赚 钱
才能娶媳妇。”卢师傅回忆自己
刚 离 开 村 里 的 情 形 。 如 今 在 他
眼 前 的 是 ， 宽 阔 的 柏 油 马 路 ，

整洁的环境以及生机盎然的农业
经济。

“村民祖辈务农，农业是他
们 所 擅 长 的 ， 除 了 要 做 好 ‘ 清
源 芋 艿 ’ 这 个 老 品 牌 ， 更 要 鼓
励 他 们 多 元 化 发 展 ， 实 现 增
收。”清源村经济合作社农业副
社 长 卢 召 立 介 绍 ， 村 里 出 台 了
新 建 大 棚 种 植 的 奖 励 政 策 、 农
户 新 购 买 农 机 补 贴 政 策 、 农 业
科 技 项 目 试 验 政 策 等 ， 鼓 励 村
民尝试农产品新品种植。

有了这样的政策支持和村里
的指导帮助，村民尝到了甜头。

“我最早只种植水稻，一年收入二
三万元，家里有两个儿子，这些
收入不够一家人的开销。”村民宁
品泉说，如今，他不仅种“清源
芋艿”，还种起了茶叶，包了竹林
卖雷笋，“现在一年收入最少也有
五六万元，年景好的话还可以多
些。”

更让宁品泉期待的是村里的
新村改造工程。“以前住的房子是
木头搭建的，都倾斜了，碰到大
的台风天，里面不能住人。现在
生活条件改善了，我们也想换新
房子。”宁品泉说。

目前清源村新村改造正在如
火如荼进行中，宁品泉的愿望正
在加紧实现中。每周二上午，鄞
江镇村干部定期召开清源村新村
改造现场推进会。

笔者在清源村村口看到，一
座座房屋鳞次栉比，新屋飞檐翘
角、青砖黛瓦，古色古香，别具
一格。“很多外地人也想搬来这里

住，说这里空气好，环境也好。”
卢 召 立 也 为 村 里 的 变 化 感 到 骄
傲，他说，村里还将重点发展旅
游经济：民宿正在建造；村里特
有的中华水韭被列入了国家一级
保 护 植 物 ， 将 打 造 一 个 湿 地 公
园；小瀑布有了雏形；花海工程
已经开工……清源村正在变成人
人向往的“世外桃源”。

本报记者 余建文
通讯员 姚 单

再过两天，换肾成功的镇海
庄市姑娘李剑姣就要出院了。为
了让她更好地养病，庄一社区的
社 工 帮 她 在 小 区 里 找 了 一 套 房

子，两室一厅，阳光充足。社区
负责人说：“小李和母亲现在的房
子老旧潮湿，常年见不到太阳。
接下来这半年的恢复期，对姣姣
的康复非常重要，我们尽量帮她
做好后勤工作。”

去年年底，因为一条发上网

的求助信息，身患尿毒症的李剑
姣顽强求生的故事令人感动。在
社 区 志 愿 者 的 带 动 下 ， 元 旦 前
后，庄市掀起了一股救助热潮，
上至街道、村社区，下到社会组
织、辖区居民，纷纷行动起来，
一个月里各方筹集爱心款 20 多万
元。上月初，本报对此也进行了
报道。新学期开学，辖区几所小
学的师生也自发组织筹款。李剑
姣说，“是大家的爱心给了我第二
次生命。我要好好活下去，也会
把这份恩情铭记一生。”

像这样助困救急，携手前行
的故事在庄市不胜枚举。“庄市是

‘宁波帮’的发源地，仁义厚德的
种 子 早 就 在 这 片 土 地 上 扎 下 了
根。在新时代，我们在基层大力
挖掘好的家风家训，把精神文明
创 建 和 人 文 庄 市 的 特 点 结 合 起
来，以榜样为引领，培育更多社
会正能量。”庄市街道相关负责人
说。

以“人文庄市、和美家园”
为主题，近年来，庄市街道相继
开 展 “ 最 美 庄 市 人 ” 评 比 、 邻
里 守 望 志 愿 服 务 、 敬 老 主 题 教

育 等 活 动 ， 并 结 合 中 秋 、 重
阳 、 春 节 等 重 大 节 日 ， 在 村 、
社 区 广 泛 开 展 助 老 慰 问 送 温 暖
等 活 动 ， 将 人 文 情 怀 传 播 到 辖
区的每家每户。

上周，庄市街道举行盛大的
颁奖晚会上，22 人被评为 2015 至
2016年度“最美庄市人”。此次评
选分为诚实守信、见义勇为、孝
老爱亲、助人为乐、敬业奉献5大
类，22 名来自不同行业、不同岗
位的“明星”，用他们的感人事迹
传递正能量，赢得现场观众阵阵
掌声。

农业科技带头人郑荣希 20 多
年 来 秉 持 “ 质 量 为 上 、 诚 信 为
本”，他免费提供种子和技术，带
动周边村庄的200余户农户发展蔬
果种植，走上致富之路；唐瑞定
退休也闲不下来，在别人需要帮
助的时候，他总能及时出现……
一个个“最美庄市人”就像一股
股暖流，温暖着身边的人。

庄市街道相关负责人说，开
展评选和表彰活动，为文明城市
创建凝聚了强大的精神力量。其
实在庄市，这样一幕幕凝聚厚德

与感恩的“人文盛宴”经常在上
演。2007 年以来，光明村连续 10
年开展以“三和四美”为内容的
创建活动，先后有 36 人获评该村
先进文明典型，其中不乏婆媳和
顺、邻里和睦、爱心奉献人物，
为村民树立身边典型。中兴中学

（庄市中心学校） 制订了“孝德礼
仪三年计划”，培养学生孝亲敬长
的道德品质。在庄市社区，30 多
名老人成立社区银龄志愿者服务
队，为社区的高龄、孤寡、空巢
老人提供生活帮助和精神慰藉。
队员陈翠娥 5年间先后结对 3名空
巢老人，平时经常走动探望，嘘
寒 问 暖 ， 帮 忙 采 购 生 活 必 需 品
等，年节时一起参加活动。“我不
过是发挥些余热，做点力所能及
的 事 ， 既 能 帮 别 人 解 决 实 际 困
难，又能让社区工作人员抽出时
间为更多居民服务。”陈翠娥大妈
说。

“经过几年的打造，‘人文庄
市’可谓家喻户晓，从最初的一
个个主题活动，到现在已经渗透
到居民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庄市
街道相关负责人说。近年来，庄
市的区域环境和产业提升发展日
新月异，作为全市文创产业和高
科技园区的集中聚居区，拥有深
厚文化底蕴的庄市，其包容性也
逐年增强。“我们要把‘人文庄
市’当作一个有力推手，在构建
宜居宜业宜商新庄市的进程中发
挥更大的能量。”

大手拉小手 邻里一家亲
人文庄市吹拂厚德和美“ ”

近日，海曙区安丰社区“纳米守望”项目举行活
动，社区志愿者和结对的独居老人一道，制作各类布艺
作品，现场笑声不断。“社区这样的活动一年中数不过
来。陈书记就像自己的女儿一样亲切，在她的带领下，
社区像一个大家庭，越住越安心。”90岁的胡瀚荣老先
生说起自己的社区，赞不绝口。

老人口中的陈书记就是社区党委书记陈赛花。在陈
赛花看来，社区工作无小事，每一件都是居民的心头
事，无论工作再忙、压力再大、困难再多，都要用一颗
真诚的心去服务群众，让社区像家一样充满温暖和温
情。近日，陈赛花入选2016年度浙江“最美民政人”，
是宁波市唯一获此殊荣者。

图为“最美庄市人”颁奖晚会。（余建文 姚单 摄）

鄞江清源村鄞江清源村：：小乡村里大变化小乡村里大变化
清源溪边果树成荫，田野阡陌纵横，白墙青瓦的小楼散落在绿水青山间，村里

标志性建筑文化礼堂拔地而起……这两天，在上海工作的卢师傅回到家乡海曙区鄞
江镇清源村休假，几年没回老家，家乡居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令他欣喜。

修缮一新后的清源村村居。（陈朝霞 摄）

风春

陈赛花 （右二） 在社区为居民开展婚姻家庭咨询。（陈朝霞 王瑾琛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