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莼湖：人比牡丹娇

农历三月初三，奉化莼湖镇
九峰山上牡丹花盛开，吸引了大
批游客前去赏花祈福。今年的

“三月三牡丹节”民俗文化活
动，还增加了牡丹仙子旗袍秀、
腰鼓表演等活动，场面更为热
闹。

（奉化莼湖镇）

泰安：老党员巡河

鄞州区泰安社区地处钟公庙
街道与首南街道交界处，辖区河
网密布，九曲河、毛家漕河、
铜盆闸河和严家河交相错杂，
剿劣任务颇为严峻。为维护河
道整洁，营造优美居住环境，
居住在社区的老党员们自发组
成巡河队，每周一、三、五对
河 道 巡 查 ， 带 头 清 理 河 岸 垃
圾、水面漂浮物，组成治水宣
讲团，争当清洁水体、美丽家
园的守护者。

（鄞州钟公庙街道）

横河：山村笋飘香

日前，慈溪市横河镇大山村
村民趁着晴好天气忙着晒制笋
干。近几日，大山里飘着一股浓
浓的笋香，村民告诉记者，晒好
的笋干，吃起来咸滋滋，非常有
嚼头，尤其是到了夏季，大汗淋
漓时用笋干烧汤喝，既可以解渴
提神，又可补充体内盐分，很受
欢迎。

（慈溪横河镇）

霞浦：地铁新景致

日前，北仑区泰山路 （钱塘
江路-九峰北路） 轻轨南侧土地
整理项目已完工。该项目作为区
重点民生项目，沿线增设了自行
车慢行系统及景观桥梁，并利用
轻轨桥下空间设置了停车场，不
仅能为周边居民“绿色出行”创
造良好的条件，还能美化环境、
净化空气、降低城市排涝压力，
又为居民提供休闲、娱乐的场
所。

（拭目霞浦）

一市：打造“慢生活”

近年来，宁海县一市镇在做
好“健康养生、茶海运动、农家
文化、农业电商”四大主导产业
的同时，着重推出“慢生活”概
念，让游客慢下来关注心灵、关
注环境。日前，在一市镇露天坪
自然村，数百名游客组团参加了
采茶、寻找鸡毛信、泡汤等活
动，体验慢生活以及“家、情、
茶”的文化内涵。

（宁海一市镇）

主持：王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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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沈孙晖
象山记者站 俞 莉 陈光曙

始终怀揣两颗“心”

“我志愿献身护理事业，奉行革
命的人道主义精神，坚守救死扶伤
的信念，履行保存生命、减轻痛苦、
促进健康的职责！”今年 47 岁的朱
彩香一直牢记入职时的誓词，对患
者始终保持一颗炽热的医者仁心。

今年春节刚过，医院肺结核门
诊接到一名女患者投诉，对方接受
肌肉注射治疗后右大腿疼痛不止，
髋关节活动受限。朱彩香仔细询问
情况并查看注射部位后，发现当事
护士并没有违反技能操作规范，注
射部位也未见异常，判断可能与药
物刺激有关。但患者认为医院推脱
责任，甚至言语攻击她和当事护士。

考虑到当下敏感的医患关系，
朱彩香以心换心，对当事护士说：

“虽然你没有过错，但是我们要理
解患者的心情，减轻她的痛苦责无
旁贷！”咨询骨科医生后，她和当事
护士一起推着轮椅，陪患者去理疗
科治疗。经过多次理疗后，患者腿
部疼痛得到缓解，活动再无大碍。
事后，两人又提着水果特地到患者
家中探望，曾经粗言以对的患者家
属真诚地向她们道歉：“护士同志，
我们为之前的冲动感到抱歉。在你
们身上我们感受到了真正的白衣
天使精神，谢谢你们做的一切！”患
者一家的态度也“融化”了当事护
士心中的委屈：“刚发生这件事时，
我的工作积极性有些挫伤。但护士
长带着我妥善解决，看到患者好转
后，我心里又特别踏实。”

平时工作再忙再累，只要患
者有需求，朱彩香都会第一时间
走近他们。在该院感染科住院的
很多病人及家属，一说起她就竖
起大拇指。“只要轻轻一声呼唤，
她就会停下忙碌的脚步，尽心为

我们服务。”一位患者家属说。

防疫前线的“排头兵”

在感染科工作，时常要面对各
种传染病疫情。每次朱彩香会毅然
挺在最前线，争当“排头兵”。

2003年“非典”来袭，象山出现
“非典”疑似病人。医院遴选首批护
士进入非典隔离病房工作，当时已
有 10 年临床一线经验的朱彩香第
一时间报名。对于她这个“草率”的
决定，家人强烈反对。“你对医院员
工来说只是几百分之一，但对我们
这个家庭却是百分之百。在治疗形
势还不明朗的情况下，万一你被感
染怎么办？”丈夫反应尤其强烈。当

时，他们的女儿仅6岁。
“我比其他同事经验更丰富、更

专业，感染风险也更低，况且总要
有人去吧？请你们支持我！”最终，
朱彩香带着家人的理解和担忧，走
进了非典隔离病房。在病房的15天
时间里，她是一名护理工作者，同
时也是一名被隔离对象。朱彩香一
边抓紧学习“非典”新知识，一边在
疫 情 一 线“ 战 斗 ”。此 后 的 甲 型
H1N1 流感、H7N9 流感、手足口病
等“战役”，她没有一次下过“火
线”。

同事眼中的“明星”

据了解，朱彩香是象山县第

一 人 民 医 院 的 献 血 明 星 。 她 从
1999 年至今已无偿献血 20 多次，
其中捐献血小板 8 次，累计献血
10600毫升，前年还被授予全国无
偿献血奉献奖金奖。

在护理业务上，朱彩香日将
月就，精进不休。几年来，她有
多篇论文在国内权威医学杂志上
发表，相继获得县级卫生计生系
统先进个人、院级护理工作“金
管家”等荣誉，在近 10 年专业技
术年度考核中7次优秀。在她的带
领下，科室先后荣获院级 QCC 演
讲比赛 2013 年度一等奖、2014 年
度二等奖等。

(上图：朱彩香 （右） 26 年保
持医者仁心。 医院 提供）

本报记者 陈朝霞
通讯员 张立 史媛

敲敲村、搭搭村、编编村、
演演村、修修村……依托得天独
厚的自然环境，地处四明山区的
海曙区章水镇中心幼儿园里，建
有 14 个小小村落，园外设有“森

林大本营”，孩子们在园内可以模
拟职场就业，在园外则可以上山
寻宝、下水摸鱼、溪畔寻野，尝
试农田种植。日前，笔者来到了
这所幼儿园，被园内开展的趣味
活动深深吸引。

笔者逐一领略了各个小村落
的魅力。在敲敲村内，“小木匠”

们认真地敲钉子、刨木头；女孩
子最爱的是编编村，她们正耐心
地一针一线做手工艺品；花花村
内，孩子们随意摆弄狗尾巴草、
芦苇杆等自然材料，完成一份份
作品；黑黑村内一片漆黑，勇敢
的孩子在里面体验寻宝的乐趣；
嬉嬉村里，孩子们正欢快地玩着

“好毛人纸片”“挑游戏棒”等民
间游戏……

“小朋友可以凭自己的喜好和

能力挑选自己驻扎的村庄，然后
在村里完成交代的任务。”幼儿园
园长俞华萍介绍，14 个小村落分
为探寻、体验、劳作等类型，小
朋友通过游戏式的参与，从中挣
取一定报酬，而这些报酬可以存
进银行流转，也可以换作其他体
验券。

当天恰好是幼儿园“森林银
行”试营业，只见一群小朋友排
着 队 正 在 一 个 简 易 窗 口 前 办 理

“存款”手续。银行的员工由小朋
友本色扮演，两位小姑娘熟练地
给大家的“收入”盖章。“开设这
个银行是为了让小朋友的劳动收
入流转起来。”俞园长告诉笔者，
幼儿园里的 14 个小村落不仅是小
朋友的游戏乐园，还是迷你版的
职业场，银行的设立又让孩子们
有了商品流通的概念。

“这些村落的设置和我们的自
然启蒙教育息息相关，我们要培
养‘能玩、能想、能说、能做’
的快乐健康儿童，让每个山区的
孩子享受生态化的多元教育。”俞
园长介绍，各村的游戏活动保留
着民间乡村的传统和习俗，让乡
村孩子尽情享受自然体验之乐。
同时，孩子们能将学到的技能带

到户外，继续“深造”。
原来，在幼儿园外，还有一

堂户外自然体验课程，包括乡趣
式生存体验、田园式生存体验和
乡土式生产体验。其中，乡趣式
生存体验课程以户外体育区域活
动的形式开展，不同年龄段的小
朋友可以对应进行翻山越岭、极
速穿越、搭桥过河、射击打猎、
跨 越 雷 阵 和 疯 狂 挑 战 等 游 戏 环
节；田园式生存体验以过家家、
玩沙玩水等与家庭生活相关的游
戏为形式开展；乡土式生产体验
则以建构、手工、作坊等与动手
生产相关的游戏为主。

“前几天，我们举行了第三届
开锄节，孩子们参与了‘登山远
足’‘丛林野战’‘溪畔寻野’和

‘泥地撒欢’等活动，在回归自然
中感受无穷的野趣。”俞园长说，
大自然是一个大课堂，在野外设
置固定的课堂，这样的幼儿教学
模式全市也不多见。“借助章水镇
好山好水的自然优势，让孩子们
在‘自然体验课程’中提升能力
和品质，为孩子与自然、社会之
间的天然联系架起一座桥梁。”为
此，幼儿园还把每月的 18 日定为

“亲自然日”。

本报记者 余建文
通讯员 戴旭光

4 月 19 日上午，镇海澥浦中
心幼儿园的“老味道”角落，农
家 大 灶 炉 火 熊 熊 ， 飘 出 阵 阵 米
香。孩子们分工合作，自己动手
做发糕，体味劳作的辛苦。

新出炉的发糕，吃在嘴里，
鲜甜可口。在这一瞬间，民俗的

“种子”被悄悄播进孩子的心里。
澥浦船鼓，沿山农民画、米

食文化……数百年渔镇历史，为
澥浦留下了几十项“非遗”，在宁
波独树一帜。近年来，澥浦镇大
力开展民俗文化进校园活动，让
孩子们积极参与到地方民俗文化
事 项 实 践 ， 做 民 俗 文 化 的 传 承
人，留住乡情乡味，推动民俗文
化特色小镇建设。

去年下半年起，澥浦中心幼
儿园将一块室外活动场地精心改
造 ， 辟 为 “ 澥 浦 老 味 道 ” 体 验

园。园子里搭起乡村土灶，还配
上难得一见的风箱，以及石磨等
物件，老师手把手教孩子们做传
统米食。

院长戴君飞告诉笔者，米食
是澥浦民俗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
部分，但很多米食，就连许多大
人也不知道怎么做。像幼儿园里
的孩子，三分之二来自外地，对
澥浦的民俗更是不了解，“这次我
们让小朋友自己做发糕，记住老
底子的味道，把传统传承下去”。

做发糕是个挺复杂的工程：
大米浸泡一晚后，加入酒酿，磨
成米浆，再上笼大火蒸熟……10
多 名 小 朋 友 两 人 一 组 ， 分 工 协
作，干得很起劲。蒸熟的发糕，
表 面 再 刷 上 一 层 糖 水 ， 切 成 小
块，分给孩子们品尝。大三班的
马子恒小朋友吃着香甜的发糕，
非常开心，“我老家是河南的，家
里 平 常 吃 面 食 。 这 种 白 白 的 米
糕，连我父母都没吃过呢！”

戴园长说，今年，在“老味
道”活动角已举办过打年糕、做
麻糍等多项活动，深得孩子和家
长的欢迎。像那边的几个石磨，
都是家长自发贡献的。今年立夏
节时，除了拼蛋，幼儿园还准备
举办“称人”活动，让民俗“老
味道”深深扎根。

澥浦镇是镇海传统乡村，同
时也是宁波石化区的配套服务功
能 区 域 。 镇 政 府 相 关 负 责 人 介
绍，工业化让乡村的变化翻天覆
地，现在澥浦镇外来务工人员数
量远超本地人口，各种地域文化
相互融合，“在这种背景下，挖
掘 、 传 承 民 俗 文 化 显 得 更 为 迫
切。我们要从娃娃抓起，通过各
种途径，把澥浦的‘根’留住”。

日前，在古朴典雅的郑氏十
七房景区，澥浦镇隆重举行十岁
成长礼。澥浦中心学校全体四年
级老师及家长，共同见证了孩子
这一特别而又有意义的时刻。学

校 还 给 每 一 位 孩 子 定 制 了 专 属
“成长徽章”，让他们记住父母的
养育之恩。

在澥浦中心学校，地方民俗
文化课很受学生欢迎。据了解，
早在 10 年前，该校就组织成立了

“小船鼓队”，如今，船鼓已成为
学校的一项拓展性课程。学校老
师自豪地说，在历届“九马”运
动会上，“澥浦小船鼓队”啦啦队
成为一道别样风景线。

澥浦镇文化馆的蒋勇老师告

诉笔者，如今，在澥浦，学习画
农民画的中小学生非常多，并涌
现出了一批好苗子。农民画也成
为 澥 浦 中 心 学 校 的 一 个 艺 术 品
牌，《海娃农民画》课程已开设 2
年，让学生描绘家乡、赞美家乡。作
为“宁波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基
地（青少年）”，学校还分别成立舞
龙队、童谣队、民间艺术美术组、书
法社等，推动该校“小螺号艺术
团”不断壮大，在各类竞赛表演
活动中十分“抢眼”。

杏林报春廿六载杏林报春廿六载

“保持微笑，你会发现，满世界回复的都是笑颜。”朱彩

香为自己的QQ取名为“向日葵”。从事临床一线护理工作26

年来，这位象山县第一人民医院感染科护士长、传染病应急

小组负责人，始终像向日葵般温暖病人、执着事业。

职场模拟、上山寻宝、溪畔寻野、农田种植……

章水“森林幼儿园”与大自然零距离

澥浦澥浦：：民俗文化民俗文化““种入种入””娃娃心田娃娃心田

敲敲村内的“小木匠”在认真干活。（陈朝霞 摄）

孩子们在幼儿园“森
林银行”“存款”。

朱彩香

孩子们磨米浆做发糕。（余建文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