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东吴：《凤鸣东吴》
首发

《凤鸣东吴》 首发仪式日前
举行。《凤鸣东吴》 一书翔实记
载了东吴镇千百年的历史演变轨
迹及社会发展的脉络和进程。全
书分上、下两册，共 780页，70
多万文字，150 多张图片，展现
了东吴镇悠久的历史文化、旖旎
的自然风光、丰富的文物遗存、
绚丽的民俗风情。“该书的出版发
行，填补了东吴迄今未有镇史的
遗憾，是镇地方历史文化建设的
一项重大成果。”东吴镇党委书记
张磊说，镇史是一部生动的乡土
教材，促使人们进一步认识、关
心、热爱、建设东吴，促进当地经
济社会更好更快发展。

（醉美东吴）

力洋：橘子花香醉
游客

近来，越来越多的游客到宁
海县力洋镇前横村柑橘基地闻香
赏花。力洋是我市主要柑橘产区
之一，仅前横片和古渡片就有
3000 多户农户以种植柑橘为主
业，面积达 10000亩。时下正是
橘花盛开季节，洁白如玉的橘花
点缀在青枝绿叶之间，清香扑
鼻，让人心旷神怡，流连忘返。

（宁海力洋镇）

梁弄：机器人大道
呼之欲出

为迎接即将召开的第四届中
国机器人峰会暨智能经济人才峰
会，施工人员正在余姚梁弄镇后
陈村抢抓工时修建“机器人大
道”。“机器人大道”长 957 米，
宽 17.5 米，工程投资近 3000 万
元，预计5月14日全面通车。

（余姚梁弄镇）

浒山：立夏给孩子
称重

上周，慈溪浒山街道浒西社区
志愿者在为街道中心幼儿园的孩子
称重。立夏来到，给孩子称重是传
统习俗，寓意立夏过秤可免疰夏。

（慈溪浒山街道）

石碶：奔跑吧，青年

上周，“争当排头兵，青春
溢 飞 扬 ” 纪 念 建 团 95 周 年 暨

“五四”运动98周年主题团日活
动在海曙石碶街道星光村水凌池
举行。活动表彰了市级五四红旗团
组织和青年文明号获奖单位，还举
行了团员青年集体入团仪式和青
年突击队授旗仪式。当天，突击队
第一场大会战———“河小二”突
击队出征仪式举行，近400名选手
沿着奉化江畔进行了全长 6公里
的迷你马拉松比赛。

（海曙石碶街道）

主持：王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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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徐 欣
通讯员 黄利军
江北记者站 顾 筠

清风和煦，剪绿了江南，浓
抹 了 古 镇 。 在 这 绿 意 醉 人 的 季
节，慈城的广大党员干部冲到一
线加油干。

日前，联村干部陈宾赶往所

联系村——姚渔一场去巡查村庄
内的小微水体，突然发现夹田桥
自 然 村 田 边 长 着 多 株 艳 丽 的 花
卉。作为慈城镇政法维稳办的一
名干部，凭着对职业的敏感，他
随即拍下了照片发给禁毒办的同
事，在确认花卉为罂粟后，立马
向 上 级 报 告 ， 并 联 系 慈 城 派 出
所。当天下午，该处100余株非法

种植的罂粟被拔除。
这只是慈城镇干部联村工作

的一个缩影。今年以来，慈城深
化“走亲连心”活动，全镇联村
干部把每周六作为固定联村日，
进村走访，帮助开展巡查违建，
推进治水等重点工作。干部联村
成了慈城推动中心工作、受理民
生诉求、化解社会矛盾、锤炼干
部担当的重要载体。

剿灭劣Ⅴ类水是当前的中心
工 作 ， 也 是 慈 城 打 造 宜 居 后 花
园 ， 建 设 “ 品 质 宜 居 、 美 丽 休
闲”之城的关键抓手。全面剿劣

“冲锋号”吹响之后，广大联村干
部深入各村，与村干部一同排摸

“家底”、商讨对策，争当剿劣行
动的“先行军”。全镇干部放弃周
末休息时间走下去，对全镇 89 条
河道、64 个小微水体进行了地毯
式 大 排 查 。 剿 劣 办 召 开 协 调 会

议，有时到深夜，还在对数据进
行汇总、整理，对每个河道问题
制定解决方案。

“前几天我们就抓捕了几名电
鱼人。”慈城镇综合执法局执法人
员介绍，前不久在巡逻过程中，
发现慈城新城中心湖旁有三名男
子拿着长杆，鬼鬼祟祟，走近一看，
发现他们正在电鱼。电击捕鱼是一
种“绝户型”捕捞行为，法规明令禁
止。队员们立即对其进行控制，拍
照取证并联系公安局。最后，几名
当事人依法受到收缴作案工具并
治安拘留5天的处罚。

如今，慈城“联村 （社区）
工作”微信群特别热闹，一天就
有两三百条信息。各包片领导、
各部门负责人、所属村社区负责人
均入列工作群中。不管是谁发现占
道经营、乱堆乱放、暴露垃圾、野广
告、乱排污等，只要拿出手机拍照

上传，相关责任人就立即回应。对
于解决不了的问题，包片领导也将
在第一时间拿出措施。

联村干部不仅是治水员，还
是村级换届联络员。今年正是基
层组织换届之年，在村、社区党
组织换届选举过程中，联村干部
白天尽心尽责做好本职工作，晚
上组织村、社区党组织成员学习
政策、吃透精神、宣传纪律，确
保村、社区党组织换届工作程序
到位、纪律严明。300多名机关干
部组成 43 个指导组，利用周末时
间走进党员和群众的家中，及时
了解掌握动态，做到访知民情与
排摸选情相结合，为换届选举工
作的顺利推进提供第一手资料。
通过联村干部的不懈努力，慈城
镇37个村、6个社区的党组织换届
工作顺利完成，选出了一批群众
信任的“领头雁”。

通讯员 张立 张琦
本报记者 陈朝霞

渔民后代来自绍兴

今年 55 岁的戴国裕如今经营
着一家垂钓基地，和鱼打了半辈子
交道的他始终割舍不掉捕鱼情怀。

“我从 17 岁开始跟着师傅捕鱼，那
时身边有很多同龄人早早地掌握
了捕鱼技能。”戴国裕回忆说，他的
父辈在上世纪初从绍兴一带来到
集士港白渔村讨生活，凭着捕鱼技
能，很快在河网密布的白渔村扎下
根，并开始教授晚辈们如何捕鱼。

“那时，打捞上的鱼留一部分
自食，大部分要拿到集市换米。”
戴国裕说，河网密布的集士港镇犹
如上天恩赐的宝库，让这群来自绍
兴的捕鱼人如鱼得水，成为村里的
致富“代言人”。“在我的青年时代，

村里有集体合作社，我们靠捕鱼挣
工分。”戴国裕表示，为了保证产
量，合作社执行师傅带徒弟的模
式，每天出船捕鱼。

戴国裕回忆，那时的师徒合作
捕鱼充满了酸甜苦辣。出船时是师
傅掌舵，徒弟放网；归来时是徒弟
撑船，师傅收鱼。空闲时，师傅要准
备第二天的捕鱼工具和食饵，徒弟
则要整理好其他的工具，“多年来，
师徒间遵循着这样的捕鱼方式和
传统，彼此间充满了信任和默契”。

古法捕鱼传承百年

谈起捕鱼生涯，戴国裕意犹未
尽。集士港千亩水域的湖泊河是当
时的大渔场，当时流行的捕鱼方式
主要有夜钓、弹钓和打网。“夜钓和
弹钓是从绍兴传来的古法捕鱼技
艺，当时宁波并无此法。”

戴国裕介绍，如果要夜钓，得

赶在天暗前，撑船到固定捕鱼点，
然后布下千米长的鱼线，鱼线上每
隔 2 米就有一个鱼钩，鱼钩上吊着
肥大的蚯蚓。“第二天凌晨2点多，我
和师傅必须收网，收网工序很费时，
至少要两个小时。”戴国裕说，每天可
以有 7.5 公斤收成，捕获的有黄刺
鱼、鲶鱼、黑鱼、鲢鱼、河鳗、甲鱼等。

弹钓则非常有趣。弹钓工具由
戴国裕亲手制作：将竹片削成牙签
状，弯成一个 C 字状，然后把麦粉
制成的干饼插到牙签里，最后用芦
苇杆固定缺口。“鱼儿一旦张口去
吃麦饼，牙签就会瞬间弹开钩住鱼
嘴。”戴国裕说，弹钓工具大小不
同，捕获的鱼类型也不同。

打网最常见，也最古老。捕鱼
人尽力往水面抛网，渔网则呈伞状
落入水中，鱼落入网中。“这种捕鱼
方式很方便，只要发现有鱼的地方
均可撒网。”戴国裕介绍，打网以捕
获鲤鱼为主，因为要在水中作业，

所以往往选择在夏季用此法捕鱼。

“藏网归隐”谋求转型

让戴国裕感叹的是，以前的
捕鱼人勤劳又有原则。师徒分工
有序，早晚出工守时，不同季节
捕不同的鱼，所有的捕鱼方法保
持着百年来的传统。“早在40多年
前我们就有育苗意识了，村里有
块百亩内塘，里面常年养育着各
类小鱼苗，到时放入河中。”戴国
裕说，捕鱼时也不会捕钓未长成
的小鱼，这是为了让后代也能吃
好捕鱼这口饭。

随着社会发展，传统捕鱼方
法渐渐被网捕，甚至电捕所取代，
捕鱼的产量高了，渔场的资源却日
益枯竭了，以往河里的常见鱼类几
乎绝迹。不仅如此，化肥农药的大量

使用，也污染了水体和水域周边土
壤，使得一些鱼虾及水中生物种类
大量减少，甚至遭受灭顶之灾。如今，
村里很多捕鱼人或因行动不便或因
无鱼可捕纷纷“藏网归隐”，全村现
有21名捕鱼人，年纪最大的74岁。

戴国裕也谋求“转型”，他将以
前的一处育苗水塘打造成集士港
镇唯一的垂钓基地。“周末时节约
有30名垂钓客光顾，节假日生意会
再好些。”戴国裕说，村里还有几位
曾经的捕鱼人搞起了渔业养殖，也
在探索谋生新路。

“广阔的湖泊河水质良好，风
景优美，我们要响应政府号召，自
觉维护河流环境。”戴国裕说，湖泊
河曾养育了他们，如今湖泊河需要
休养生息，他们毫无怨言，希望村
里的捕鱼人能尝试转型，走上新的
致富路。

本报记者 厉晓杭
通讯员 陈 红

破解顽疾补民生短板

公共设施等“硬件”是一个城
市品质的保证，也是公共文明建设
的基础。新碶街道在文明创建行动
中 ， 不 断 提 升 硬 件 水 平 ， 补 齐

“短板”，着力破解创建顽疾，提
升居民生活品质。

由于年代久远，部分老小区
管网配套落后，设施老化失修，
影响了居民生活质量。近年来，
新碶街道对一些老旧小区进行了
深度整治，粉刷外墙，完善小区
水、电等配套设施，旧楼穿上新
衣，漆黑的楼道开始变亮，坑洼
的道路变平……老小区焕发新的
活力。“小区脏乱的影子不见了，
排水通，路面平，环境美。”说起
改造后的变化，不少居民满脸喜
悦。

“ 如 果 说 高 楼 大 厦 是 ‘ 面

子 ’， 那 么 小 街 小 巷 则 是 ‘ 里
子’。”新碶街道有关负责人说，
街道既重“面子”也重“里子”，
针对不少老旧街巷存在“路不平、灯
不亮、污水冒溢、垃圾遍地”等问题，
通过道路平整、积水治理、截污纳
管、立面整治、公厕改造、违建拆除，
规范店名招牌、户外广告，提升园林
绿化和灯光照明设施，缓解交通“两
难”、文化挖掘、特色塑造等，破旧的
小巷成了“民生巷”、“幸福巷”。

紫荆社区茅家弄以前是条碎
石子路，坑坑洼洼，再加上地势低
洼，下雨容易产生内涝，特别是到
了台风天，积水更加严重。街道对
该处进行截污纳管，实现雨污分流
的同时，路面拓宽一半，并抬高低
洼地段，赢得了老百姓的交口称
赞。

一个好人带动一群好人

“好人”层出不穷，是践行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生动写照。新碶

街道积极开展道德模范、“北仑好
人”等先进典型推荐评选活动，寻
找和挖掘辖区群众优秀道德事迹
和道德典型，大力弘扬“最美”精
神，培塑好人文化。近年来，各社区
先后涌现了“中国好人”、“浙江好
人”、“宁波好人”、“北仑好人”40余
名。一个好人带动一群好人，一群
好人温暖一个地方，汇集起了文明
创建的强大正能量。

胡朝霞是全国“最美基层干
部”，全国学雷锋“最美人物”，入选

“中国好人榜”。2015 年 7 月，海棠
社区成立了以胡朝霞名字为代表
的党代表工作室。工作室成立后，
组建并发展了以党员、机关干部、
医生、企业家等为成员的爱心团
队，团队人数从最初的30几名逐渐
扩大到现在的100多名。

去年 5月和 10月，胡朝霞爱心
团队跨越1500多公里，远赴贵州巫

梭小学，给那里的孩子和老师带去
了捐款以及校服、图书、电脑、药品
等物品，帮助巫梭小学办起电教
室、爱心图书室和医务室。

“文明使者”播撒善和美

西河塘路双向两车道，一侧
沿河，相隔不远就有 2 家幼儿园，
每到放学时段，道路十分拥挤。
每天下午3点半左右，那里会准时
出现几位身穿城管义工马夹、头
戴义工帽的老年人。他们是紫荆
社区的义务护苗队，在幼儿园放
学 时 段 帮 助 疏 导 交 通 、 护 送 孩
子。这支队伍由紫荆社区的退休
老人组成，平均年龄 60 岁以上。
无论刮风下雨，还是严寒酷暑，
老人们会准时坚守岗位，指挥接

送车辆有序停放。
“像紫荆社区护苗队一样的

‘文明使者’还有很多，他们的足迹
遍布城乡每个角落，在敬老、护绿、
治水、环保、导医等活动中播撒善
和美。”新碶街道有关负责人表示，
在文明创建行动中，新碶街道各社
区以满足居民需求、为居民提供服
务为宗旨，坚持“培育特色、塑造精
品”的理念，不断加强志愿者队伍
建设。

目前，新碶街道各社区均建
有 5 至 10 支不同特色的志愿服务
队伍，他们参与文明交通劝导活
动、协助城市管理、支援灾区、
环境整治、文明倡导和送温暖、
献爱心，做到了活动经常化、服
务多样化、管理规范化，涌现了
一批极具影响力的品牌志愿服务
队，为群众参与文明创建提供了
良好的载体。

传承百年的古法捕鱼渐行渐远——

海曙最后的捕鱼人

新碶新碶：：
文明创建文明创建““内外兼修内外兼修””拾级进阶拾级进阶

连日来，北仑区新碶街道大街小巷、居民楼院随处可见党员
干部、社区工作人员、志愿者清除“牛皮癣”广告、擦拭护栏、
清理卫生死角的身影。自“文明创建”开展以来，新碶街道从改
善民生切入，从满足市民需求着力，“内外兼修”，深入推进“文
明创建”活动拾级进阶。

青年志愿者正在清理河道垃圾。 （陈红 厉晓杭 摄）

干部联村，铸炼慈城“ ”

在海曙区集士港镇白渔村，有一群世代捕鱼为生的渔民，他们手口相传的捕鱼
技艺堪称“独门秘笈”，不仅取之有度，更体现了一种深植于心的人与自然和谐相
处之道。日前，笔者走进这个因渔而闻名的白渔村，听最后的捕鱼人讲述曾经的

“江湖生活”。

镇农村发展局工作人员为“河小二”讲解微生物治水原理。
（杨芝 徐欣 摄）

白渔村渔民在捕鱼。（张立 陈朝霞 摄）

铁军铁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