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长街：央视录制“舌
尖上的蛏子”

日前，央视《舌尖上的中国第
二季》拍摄团队走进宁海，对长街

“海三鲜”中的蛏子进行了拍摄。
摄制组表示，对于长街蛏子，他们
是慕名而来，主要想了解长街蛏
子的原产地，蛏农如何抲蛏、卖
蛏。为打响长街蛏子及海产品系
列品牌，做大海洋经济蛋糕，自
2006 年起，每年的 4 月长街镇以
节为媒举办长街蛏子节，至今已
举办十一届，个大体肥、味道鲜美
的长街蛏子由此也声名远播，吸
引了中央 2 套《生财有道》栏目
组、浙江电视台影视娱乐频道王
牌美食节目《美食兄弟连》栏目组
等各级媒体争相报道。

（宁海长街镇）

锦屏：春来玉兰俏

近日，奉化区锦屏街道长岭
村玉兰林里，大多数玉兰花含苞
待放，但总有些玉兰花耐不住寂
寞提前开放。同样耐不住性子的
是游客。虽然离盛花期还有 10
多天时间，但林子里已有不少游
客前来赏花。

（奉化锦屏街道）

茅洋：溪坑治理助推全
域旅游

连日来，象山县茅洋乡长坑
流域岸边，挖掘机机声隆隆，工
人忙着砌石驳岸。长坑流域治理
已完成 70%的工程量，预计 6 月
全面竣工。长坑流域全长 2145
米，流经乌石峧村和上缸厂村，
已出现部分护岸崩塌、淤积较为
严重等问题。该乡以“五水共
治”为契机，计划新建长坑流域
溪流护岸 4290 米，新建拦水坝
11座，拆建拦水堰 1座，新建机
耕 路 2145 米 ， 打 造 水 清 、 岸
绿、景美的生态景观，为乡村全
域旅游发展添砖加瓦。

（象山茅洋乡）

匡堰：万亩莲藕采
摘忙

日前，在慈溪市匡堰镇，农
民穿着防水衣裤在承包的藕塘里
采收莲藕。随着水环境的改善，
万亩莲藕的口感也有所提升。

（慈溪匡堰镇）

东郊：军嫂旗袍“模
特”显风采

鄞州区东郊街道海悦社区于
近日举办了一场“旗袍快闪迎三
八”主题活动，15位不同年龄的
军嫂当起了“模特”，她们身着
各式旗袍，在社区的“红地毯”
上展示着女性的美丽与风情。活
动还邀请宁波服装博物馆的服饰
专家讲述了中国旗袍发展史。

（鄞州东郊街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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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镇海招宝山街道涨鑑碶
社区开展“学雷锋日”广场活动，杨
天星老伯的修伞摊总是人气最旺
的服务项目。七年来，他修理了近
千把各色各样的伞，分文不取。

老伯说，修伞是个美丽的意

外。
杨天星在冷冻厂工作几十年，

退休之后自学成才，“转行”做起修
伞人。凭着一腔热情和心灵手巧，
修伞伯成了方圆几里的名人。

“杨师傅，这两把伞不要了，放
您地方，看看有没有零件可以再利
用的。”“老杨，我的伞伞骨断了，麻
烦您修下”……前日，记者来到招

宝山庙前路老杨的修伞“工作室”，
上门修伞的“顾客”还真不少。

家中 10 来平方米的客厅被老
杨改成了“独占”的“修伞吧”，桌上
几个用月饼盒改装的工具箱里，分
门别类地摆放着伞骨、伞轴、把手、
支架等零部件。“以前，这些东西我
是从别人丢弃的破伞里淘来的，后
来大家知道我会修伞，就主动把不
要的或坏的伞送过来。”杨天星边
一边说着，一边戴上老花镜开始修
伞。

他佝偻着身子，眯着眼睛，用
手摸着伞骨，仔细地检查问题部
位。散开的伞骨又尖又细，很容易
伤到手，“没事，小心点，习惯就
好。”杨天星笑呵呵地说。他用砂纸
磨去伞骨上的锈迹，或修补或用旧
的钢丝、伞头、伞柄重新组合，然后

挑了一块尺寸合适的伞面缝上去。
“你看，一把新伞就出来了，”捣鼓
了不到半小时，一把新伞在老杨手
中差不多成型了。

杨天兴的修伞手艺，完全是自学
摸索出来的。对他而言，修伞是一份
坚守，更是一种默默奉献后的满足。

“年轻人觉得伞坏了买新的，
其实好点的伞也要近百元，丢了实
在可惜呢。”杨天星拿出他修理的
第一把长柄伞，“我一直保存着，当
时只用绳子固定住伞骨和伞面，较
为粗糙，一把伞修了好几天才完
工”。八九年修伞下来，老杨的技术
越发娴熟，并购入不少修理工具，
尤其在伞面的制作上，想办法做各
种拼接，让伞看起来更时尚、美观。

“杨师傅很热情，有一次他看
到我伞坏了，主动拿去帮我修理，

考虑到我没伞用，还送了我几把好
用的伞，后来又把修好的伞替我送
回来。我们给他钱，他从来都不
收。”住在附近的董佩君连声夸老
杨“人太好了”！ 如今，董阿姨也
加入了杨师傅的“修伞吧”，帮着做
点缝补伞面的针线活。

有时忙起来，杨天星一天要修
上 10 多把伞。考虑到修伞需求不
小，杨天星经常加入社区志愿者活
动行列，把“修伞吧”搬到了广场
上。每次杨天星一出现，总是很受
居民欢迎。“虽然现在生活好了，但
还是要提倡节约，能修的肯定要
修”，涨鑑碶社区相关负责人说，社
区帮老杨成立了个人工作室，并为
其申请公益服务项目补助，社区服
务大厅还设有爱心取伞点，让杨师
傅修理的爱心伞服务更多居民。

“慈善融入生活”理念深
入人心

近日，记者来到宁波慈善商
店，看到70平方米的小店内商品琳
琅满目，食品、日用品、文具、服装
鞋帽等品种数不过来。“这些全新
的商品全部来自社会爱心人士和
企业的捐赠。”商店经营负责人莫
益民告诉笔者，现在商店已经成为
献爱心的平台，“慈善融入生活”的

理念深入人心。
在商店每月更新的微信平台

上，笔者看到了 1 月 13 日至 2 月 16
日的捐赠明细：程学捐赠了 3 个地
球仪、1个书包，王燕丹捐赠了电热
毯、围巾、手套、室内棉鞋各一件

（套、双）……笔者了解到，这只是
一年来数不胜数献爱心行为的九牛
一毛。如今，爱心捐赠已成为商店内
一道靓丽的风景线：一对年逾八旬
的老年夫妻互相搀扶，特地坐公交
车从鄞州的家中送来 18 包新鲜面
包；一对母女专程从杭州开车前来，
捐赠一大箱精美的兔子玩偶；宁波
菩提旅游公司多次捐赠精致的陶瓷

杯和汤碗等；宁波卫生职业技术学
院机关的志愿者“组团”捐赠电饭
煲、吸尘器、旅行包、服装……

莫益民介绍，商店的商品低于
市场价销售，使得商店受到追捧，
也收获了“价格实惠、奉献爱心”的
好口碑。家住周边牡丹小区的居民
王大妈现在养成了一个习惯，就是
每天像上菜市场一样，来商店走一
趟。商店里上架的米馒头、青团、油
赞子等宁波传统美食和西班牙橄
榄油、进口混合果仁等是她的最
爱。她对笔者说：“来这里可以淘到
又便宜质量又好的东西，还能献爱
心，一举两得，交关开心。”

慈善商店还吸引了众多志愿
者，除了寒暑假有很多中小学生在
家长的带领下，前来商店帮忙理
货、接待等，目前商店能提供固定
时间的义工有20多人。家住鄞州樟
树街的“80 后”应小燕最近填写了

《宁波慈善义工登记表》，打算在周
一至周五上午来商店做义工，她表
示“助人悦己，乐在其中”。

“公益循环”探索步伐不止

在商店开业之初，宁波市慈善
总会就决定将商品义卖所筹集的

善款定向用于帮扶包括流浪的未
成年人、事实无人抚养儿童、受艾
滋病影响的儿童、贫困家庭患重病
和罕见病儿童等在内的困境儿童，

“打造集货品销售、捐赠接受、志愿
服务等多元化公益服务于一体的
公益平台，实现爱心企业、个人与
困难群众的有效对接”。

如今，这一初衷已得到很好的
实现。笔者了解到，经过申报筛选，
目前商店经营所得款项已专项用
于10多个项目资助，其中包括白云
街道安丰社区和谐花工作室的“与
爱同行”护蕾爱苗沙龙项目、宁波
市特殊教育中心学校的“新生秋季
校服补助”项目、北仑戚家山街道
困境儿童资助项目、宁波市心理援
助协会的“外来务工人员子女融合
项目”、象山慈善总会义工分会的

“爱心中转之关爱西部儿童”项目
等，受益儿童遍及全国。

近日，宁波慈善商店又与海曙
区满天星残疾人服务中心建立合
作，逐步完善仓储配送功能。“满天
星”为商店提供一个27平方米的小仓
库，同时还可以为商店提供同城小批
量配送服务。“满天星”负责人刘承锋
表示，这一合作一方面帮助慈善商店
解决了仓储和配送的难题，另一方面
让一部分残疾人参与搬运、清点、理
货、记录、配送等工作，能逐步提高残
疾人的工作能力，帮助他们更好地融
入社会，实现了爱心接力。

莫益民表示，下一步慈善商店
还将在市场营销、拓展品牌等方面作
出新的探索。“微店的开设已在计划
之中，另外还将尝试与爱心企业合
作，这样可以为商店拓展稳定的商品
来源，同时为爱心企业进行品牌包
装，提升其名气，实现双赢，让公益走
得更远、更健康。”莫益民透露，有合
适的机会，慈善商店会考虑开设分
店，进一步实现公益的良性循环。

编者按：
3月5日，我们迎来了第54个“学雷锋纪念日”。在宁波的城市乡村，处处可见助人为乐、帮困济难、甘于奉献的好人

好事，处处感受到雷锋精神在新时代的传承和发扬。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学习雷锋人人可学、处处可为，积小善为大善。让我们从生活的一点一滴入手，从平凡的工作岗

位做起，让雷锋精神始终闪亮在我们身边，让雷锋精神与时代同行。

宁波慈善商店“公益循环”风景靓丽

本报记者 陈朝霞
通讯员 毛一波

前几天，鄞州云龙镇
老蔡瓜果基地负责人蔡永
祥将自己种植的200公斤有
机白萝卜捐赠到位于海曙
区周江岸路31号的宁波慈
善 商 店 ， 一 元 一 斤 的 价
格，物美价廉，当天便被
抢购一空。

从去年 7 月 29 日开业
至 今 ， 由 宁 波 市 慈 善 总
会 、 宁 波 市 福 利 彩 票 协
会、海曙区慈善总会主办
的宁波慈善商店利润超过
20 万元，全部通过市慈善
总会用于帮扶身处困境中
的儿童。宁波慈善商店已
成为群众和公益组织献爱
心、弱势群体享爱心的平
台。不到一年时间，宁波
慈善商店不仅让“慈善融
入 生 活 ” 的 理 念 深 入 人
心，而且对“公益循环”
作了很好的探索。

本报记者 徐 欣
江北记者站 张落雁
通讯员 张彩娜

眼下，行走在江北的大街小
巷，只要稍加留意，就会看到一些
特殊人群：他们要么戴着红袖标，
要么穿着义工的红背心；他们或是
年迈的老人，或是年轻的学生；他
们或者在十字路口帮着民警疏导
交通，或者在交通站点、旅游景点
协助工作人员扶老助残……在江
北，各类志愿者队伍悄然成立，越
来越多人投入到公益事业中，志愿
服务已经蔚然成风。

一场温情涌动的“3·5”学雷锋
日大型党员志愿服务文化广场活
动日前在白沙街道开启。免费理
发、微心愿征集及认领、公共自行
车租还演示、自行车维修、交通卡
办卡充值、小家电维修等16个爱心
摊位整齐亮相在日湖亲水平台上。
数百名市民加入到公益活动中，接

受服务，奉献爱心。
活动现场，“红背心”来往穿

梭。他们中有部队官兵、医生护士、
学生团体、社会人士以及机关干部
等。此次活动也是农历新年后白沙

“公益夜（集）市”的首秀。
江北以日湖志愿服务广场为

大型志愿服务活动主要阵地，精心
打造以“每月5帮您”为代表的志愿
服务活动品牌。近年来，全区各级
志愿服务广场每月定期开展各具
特色的便民服务活动，各类志愿服
务组织团队也深入社会基层，志愿
服务活动已经常态化。去年，全区
共举办大型志愿者活动24场次，参
加志愿者2200余人次。

去年 9 月，区志愿服务指导中
心正式挂牌成立，在老外滩建立运
行了全市首家志愿服务 WE站，探
索“政府＋市场”的营运模式，取得良
好成效。该区第二家志愿服务WE站
已于去年底在白沙公园投入运营。

白沙，一个常住人口仅 2 万人

的街道，涌现出了28名各级道德模
范、好人。白沙义工协会以“有时间
做义工，有困难找义工”为口号，12
年来累计服务超过12万小时，直接
受惠群众达23万人次，成为促进和
谐社区建设、助推文明城市创建的
一支重要力量，也在群众心目中构
筑了一道播洒爱心的靓丽风景线。
义工队伍由最初的几十位成员发
展到如今的1500多人，先后推出了
20项服务品牌，成为全市公益的一
个典型样本。白沙义工协会作为社
会组织孵化阵地，拥有独立的法
人，并聘请了专职秘书长负责协会
的具体运营，为广大公益社会组织
的孵化提供指导和场所。目前包括
协会本身在内的从事公益活动的社
会组织已有20余个。与此同时，街道
又成功孵化了11个社会组织。

依托新媒体网络平台，白沙街
道逐渐打响公益服务品牌。目前，
日湖青年联合会、静默咖啡师等各
类品牌公益活动举办得风生水起。

在志愿者的带动下，更多群众被激
发出“做好事”的热情。活动现场，
退休老党员翁大爷免费为居民修
自行车。他说：“以前自己经常受志
愿者们帮助，今天自己当回志愿

者，从受助到助人，我觉得这样挺
好！”如今，江北区普通市民踊跃加
入爱心行列，用自己的热情唤醒人
们心中向善的能量，使甬城结出更
加丰硕的文明之果。

江北：志愿服务蔚然成风绽放文明花
多渠道打响“每月 帮您”等服务品牌

七年修伞近千把分文不取
镇海涨鑑碶修伞伯受居民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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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慈善商店将“爱心驿站”开进社区。（陈朝霞 摄）

图为志愿者现场向市民演示水质检测。 (徐 欣 张彩娜 摄)

杨天星 （右） 为居民修伞。 （余建文 沈颖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