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尚田：草莓搭上“互
联网＋”快车

近来，奉化尚田镇杜家村草
莓种植户杜恒相每天会起早到
地里采摘草莓，这些草莓会在
当天快递至北京。从去年底草
莓上市以来，该镇以 14 家村淘
站为依托，将草莓销售范围从
江浙沪辐射至北上广。据初步
统 计 ， 该 镇 本 季 草 莓 日 均 装
5000 箱，网络销售比去年同期
增加一倍多，占到销售总量的
30%。网络销售单中，省内占
50%、北上广占 40%，海南、东
北等占10%。

（奉化尚田镇）

古塘：消虫卵除涝患

这几天，在慈溪古塘街道，
工作人员正忙着给排水窨井清理
除淤、疏通管道。汛期将至，该
街道提前谋划，对辖区内 3000
余个窨井和 2万多米排水管道集
中除淤疏通，以消灭蚊蝇虫卵滋
生，消除老小区汛期涝患。

（慈溪古塘街道）

钟公庙：八旬老人捐
眼角膜

日前，家住鄞州区钟公庙街
道泰安社区的 88 岁谢慧芳老人
达成了心愿，同红十字会提交了
眼角膜捐献申请书，成为鄞州区
年纪最大的眼角膜捐赠者。“终
于完成了我多年来的心愿！”在
家人支持下，老人激动得热泪
盈眶。她说，自己退休后喜欢
看报纸，此前看到过一篇关于
遗体捐献的报道，感触很深，
自己眼睛视力很好，不老花、
不近视，便有了捐眼角膜的想
法。在谢慧芳的带动下，她 67
岁的女儿和女婿也申请成为角
膜捐献志愿者。

（鄞州钟公庙街道）

甬江：教老人玩转智
能手机

“小周，这个微信语音按哪
里？”日前，江北区甬江街道朱
家社区举办了一场智能手机培
训活动，社区老人普遍反映良
好。随着科技的创新，越来越
多 老 人 拥 有 了 自 己 的 智 能 手
机，但是由于技术水平较低，
无法顺利使用手机，朱家社区
以此为契机，举办老人智能手
机培训活动，破除老人与网络
的技术屏障。

（江北甬江街道）

涂茨：与春天有个约会

阳春三月，踏青赏花好时
节。在象山涂茨镇汤岙村的田间
地头，每天有游客前来踏春赏
花，郊野大地处处欢声笑语。在
花海中，大家驻足拍照、轻嗅花
香、采草籽、走迷宫，流连忘
返。小朋友们奔跑在田埂上，像
只快乐的小鸟，留下了串串笑
声，醉了春风。

（象山涂茨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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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艺术创作的空间

万盛文创园的主人安然是一
个油画爱好者，当初她只是想将
这里改造成一个能容纳艺术爱好
者自由创作的“乌托邦”。“2014 年
10 月，万盛实业的车间搬迁后，我
和学画画的老师和同学一起，以附
近集士港卖面桥为名，成立了宁波
本土的艺术社团——卖面桥社。大
家在这里学画、互相切磋交流。”安
然说。渐渐地，这里的艺术氛围越
来越浓，吸引了越来越多的艺术爱
好者。

2016 年 4 月，万盛实业正式
搬迁后，安然投入三四百万元，
将腾空的厂区改头换面。“我们为
艺 术 家 免 费 提 供 2000 平 方 米 场
地，如今有 20 多位艺术家在这里
设立了个人工作室。”安然告诉笔
者。

汪磊从浙江纺织服装职业技
术学院毕业四年，两年前他和大
学老师分别入驻万盛文创园。只
要有空，他就会在文创园自己的
工作室里挥笔创作。从工作室放
置着他新近创作的大大小小的作
品可以看出，他收获不小。他欣
喜地说：“这里不仅为我们提供了
一个交流和创作空间，还提供了
作 品 展 示 的 平 台 ， 让 我 有 归 宿
感。”

毕业于中国油画院的山西画
家王振华 2015 年听朋友介绍而入
驻万盛文创园。“这里集结了这
么多优秀的画家，让我有找到团
队 的 感 觉 。 大 家 经 常 在 一 起 交
流，艺术氛围非常浓厚。”王振
华表示，自己有独立的工作室，
可 摆 脱 艺 术 束 缚 ， 自 由 静 心 创
作 。 两 年 来 ， 他 创 作 了 不 少 新
作，还加入到文创园公益培训的
老师队伍中。对万盛文创园，他
非常首肯：“文创园可以发挥艺术
引领作用，无论什么时代都非常
需要。”

展览、培训和展示的平台

如今，万盛文创园艺术氛围
日益浓郁，卖面桥社的成员已经
从最初的 10 多人，发展到六七十
人。除了最初的创作交流，还组
织写生，举办画展、沙龙、公益
拍卖等活动，成为一个充满艺术
活力的艺术家集聚地，并吸引了
微电影制作、皮具设计、工业设
计等领域的公司和个人入驻。

今年1月，万盛文创园举行了
一场“画出笨拙自由，关爱特殊
儿童”的公益拍卖会，园内工作
室的画家根据孩子们的涂鸦，润
色成 56 幅全新作品，拍卖所得的
1.5 万元钱全部捐给儿童康复机构

“朵朵云”。积极投入这项活动的
王振华说：“孩子的涂鸦虽然简
单，却是最自然的状态，自己也
受到启发。”

文创园每周二、周日下午开
设免费成人美术培训课，让不少
美术爱好者受益匪浅，今年 32 岁
的陈月就是其中之一。曾经在酒
吧做服务员的陈月内心有一个艺
术梦，但是求学无门。2015 年下
半年，安然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了
解这一情况后，不仅在文创园为
陈月提供了一个保洁员的工作岗
位 ， 还 鼓 励 她 坚 持 上 免 费 培 训
课。如今，几乎没有美术基础的
陈月已经能自如地创作素描、油
画等作品。她感激地说：“文创园
给了我不一样的人生，为我开启
了一个全新的世界。”

在万盛文创园内还设有一个
三层楼的美术馆，收藏着卖面桥
社成员创作的几百幅作品，并不
定期展出。而根据这些作品设计
出的丝巾、抱枕等艺术衍生品也
在创作之中。

文创园发展成现在的规模，
让安然没想到。“希望文创园成
为 致 力 于 发 展 原 创 艺 术 的 创 意
空 间 ， 成 为 提 高 大 众 修 养 、 引
领大众审美的艺术平台。”安然
表示。

本报记者 余建文
通讯员 陈斌国

“紫悦馨园”是 2013 年秋才交
付使用的新小区，由 13 栋小高层、
高层住宅组成，业主近 400 户。日
前，笔者走进小区，满眼绿意葱茏，
围绕花坛的小区主干道曲径通幽，
车辆按序停在划线的停车位里，路
边不见乱停放的车辆，交通秩序顺
畅。偶有小车开到楼前卸货或接送
客人，也很快离开。居民王先生说，
小区地面停车位都是按车“定位”
的，不能乱停。而且小区有规定，临

时停车若超过20分钟，保安要来劝
导其停到指定地点，“停车管好了，
居住环境大大改善。”

但在一年前，小区的停车状况
完全不是这样。小区业委会主任鲍
东波说，经初步统计，小区里私家
车接近 400 辆，超过了停车位设计
数量。不少车主为了方便，常把车
辆停在路边，不仅容易堵路引发刮
擦事故，有时连电动车也钻不过
去。有几次汽车在路边转弯倒车还
差点轧着小孩。

经过调查，业委会发现地面车
库里有48个人防车位一直闲置着。

在广泛征求居民意见的基础上，去
年年初，业委会推出新举措，以公
开招租的形式，实现公共停车位有
偿服务。小区 36 个地面停车位，每
个年租金 1200 元，48 个地下停车
位，每个年租金 2160 元。每个停车
位编了号，与承租业主的车辆一一
对应。

由此，“紫悦馨园”成为象山首
个、也是目前唯一一个实施地面停
车位招租的小区。鲍东波说，新规
刚推出时，有部分业主提出质疑，
还故意将车乱停，试图阻挠新规实
行。对此情况，小区业委会没有退

缩，利用各种机会反复向业主宣
传、解释，并在小区东西门岗增设
智能道闸，车辆未经登记不得进
入小区，保安对停车秩序加强管
控。经过一个多月的磨合，新规得
到绝大多数业主的理解、支持，主
动前来承租停车位。鲍东波说，前
阵子，小区顺利完成停车位续租工
作，目前地面、地下停车位出租率
超过 9 成，每年可为小区增收 8 万
元左右。

“停车位的收益，我们取之于
民，用之于民，收的每一分钱怎么
花，要跟业主交代清楚”，鲍东波

说，按照合同规定，停车位的租金，
除一部分补助物业公司运营外，
大半花在小区的绿化、公共设施
建设上，如修复草坪，为小区文化
中心添置吊扇、大电视等。今年，
小区的围墙栏杆要重新整修，所
需 费 用 也 将 从 停 车 收 益 金 里 开
支。

鲍东波说，停车秩序管好了，
环境提升了，小区居民幸福感也增
强了，会更积极地配合业委会、物
业公司打造美丽家园。去年，“紫
悦 馨 园 ”的 物 业 费 收 缴 率 达 到
90%。

本报记者 朱军备
通讯员 钱健兴

堇山湖：
环湖建成红色长廊

七 分 山 二 分 田 一 分 水 的 塘
溪，山水资源丰富，名人众多。
山为两翼，水为纽带，村落有序
布 局 。 重 重 叠 叠 山 ， 郁 郁 葱 葱
林，弯弯曲曲溪，构成了塘溪美
丽的自然画卷。

梅溪由西往东，亭溪自北而
南，如玉带贯穿镇域，过金鸡桥

汇合后始称大嵩江，再奔流 15 公
里注入东海。梅溪水库是镶嵌在
塘 溪 自 然 画 册 上 的 一 颗 璀 璨 明
珠。这座蓄水量为 2650 万立方米
的大中型水库，在上个世纪末完
工。

现在，塘溪人又将它称之为
堇山湖。去年，环堇山湖已建成

“红色长廊”游步道，以景观的方
式展现了塘溪的革命烈士、名人
故事。市民可绕湖一周八公里观
赏湖景，也可在游步道上健步如
飞。堇山湖四季风景不同，集灌
溉、供水、发电、养殖、旅游于
一体。

从堇山湖往里，上周、童夏
家、赤堇……一个个古村落里隐
藏着美丽的风景和名人故居，尤
其到山岙深处，古树林立，溪水
潺潺，野花遍地，被誉为“宁波
的香格里拉”。

215省道：
沿路兴建绿色长廊

215省道穿镇段从东钱湖至金
鸡桥，长达 7.8公里。塘溪镇副镇
长 陈 基 说 ， 目 前 正 在 对 这 “ 一
路 ” 进 行 拓 建 提 升 。 计 划 投 入

2600万元，对215省道塘溪段进行
街景改造，路面白改黑；同时，
投入 1000 万元，在道路沿线兴建
一条“山水绿廊”，布点“梅园”

“蝶园”“鱼园”等主题公园。道
路拓宽和水山绿廊工程在施工之
中，预计今年底完工。

同时，从215省道进入塘溪街
区、通往堇山湖方向的塘盛路，
将作为旅游精品线来打造。电线
上改下，管网改造，街面改造，
总预算投入 6000 万元，计划 2018
年实施。

此外，沙氏故居周围的旧民
宅将由政府收购之后统一改建，

打造一个“小镇客厅”，供游客
在此小憩。 目 前 ， 收 购 工 作 已
启 动 ， 签 约 率 80% 。 童 第 周 故
居 童 村 ， 将 建 名 人 文 化传承基
地；周尧故居上周村，将建旅游
集散中心。

据 介 绍 ， 月 宫 山 上 的 东 山
村，村民大多已下山。为盘活空
余旧房资源，该镇引进一家资本
企业，计划开发高端民宿。进山
道路改建将投入 500 万元，工程
已 启 动 招 投 标 。 集 镇 区 商 业 住
宅开发、菜场升级、文体中心建
设等项目，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
中。

海曙区最大的艺术家创作基地海曙区最大的艺术家创作基地

万盛文创园万盛文创园：：废弃工厂的三年蝶变废弃工厂的三年蝶变
天花板上的横车还在，整个车间却是另一番模样：首先

映入眼帘是墙上挂着、地上放着的各类书画作品，进门右边
区域陈列着笔记本、小茶杯等各类文创产品，左边区域则是
温馨的咖啡和茶吧。这里曾是万盛实业有限公司的一个车
间，如今变身为万盛文创园的一角，成为海曙区高桥镇里一
个别具特色的艺术空间。

从2014年启动旧车间改造，到如今蝶变为有8000平方
米建筑面积、3幢主体建筑的万盛文创园，聚集了20多位艺
术家在此设立工作室，成为海曙区最大的艺术家创作基地，
同时吸引了多家文创企业落户，集艺术创作、展览、培训和展
示于一体。

▲万盛文创园一角。
▶入驻画家王振华在工作室创作。 （陈朝霞 摄）

停车“对号入座”，收益小区共享

象山“紫悦馨园”创新车位管理谋多赢

小区车辆停放有序。 （陈斌国 余建文 摄）

路面停车众人争抢，无序停车导致拥堵，而另一方面，不少地下车库的车位却租、售
困难，长期闲置，这种情况在不少小区不同程度存在，成为物业管理的一个普遍难题。

在象山丹东街道梅园社区“紫悦馨园”小区，业委会和物业公司通过公开招租，“盘
活”空置车位，加强定点管理，走出了一条停车有序，业主、小区各方受益的管理新路子。

塘溪塘溪：：““一湖一路一湖一路””提升全镇旅游环境提升全镇旅游环境

近期，215省道塘溪段正在施工之中，沙村沙氏故居周边的民宅将整理改建，沿
大嵩江两岸的小砖瓦厂将集中整治……鄞州区塘溪镇整治堇山湖周围环境之后，正在
对215省道塘溪段进行改造提升。

“改变‘一湖一路’面貌后，再改建一条精品旅游线，全镇的旅游环境将大为改
善。”塘溪镇党委书记陈德全表示，今后几年全镇将集中力量打造“和谐秀美塘溪、乡
村旅游胜地”。

◀秀丽的堇山湖风景。（朱军备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