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东胜：欢度“重阳”

10 月 24 日，一场以“久久
嘉和情 重阳念党恩”为主题的
敬老活动举行，嘉和颐养院的老
人们和鄞州区东胜街道的党员代
表一起欢度重阳节。活动现场很
热闹，有的党员挥毫泼墨，书写
祝福祖国的一句话及老人喜爱的

“福”“寿”等字；有的演奏琵
琶、葫芦丝，为老人们送上美好
祝福。几位来自摄影家协会的党
员，还现场抓拍老人们的幸福表
情，当场打印出来送给老人留
念。

（鄞州东胜街道）

大堰：抢收稻谷

由于前几日连续下雨，奉化
区不少稻谷出现了倒伏现象，各
地农民抓紧抢收。图为大堰镇柏
坑村村民正在抢收。

（奉化大堰镇）

附海：体验农耕

周末，慈溪市附海镇中心小
学学生在校园“开心农场”收获
花生。该校把上千平方米的“开
心农场”分片划给各班管理，让
学生在体验农耕生活的同时，培
养热爱劳动的品质。

（慈溪附海镇）

强蛟：采风渔家

近日，余姚、江北、奉化、
象山、宁海五地美术家协会的
20 余名画家，来到宁海县强蛟
镇进行采风创作活动。他们用手
中的画笔描绘出一幅幅充满渔家
风情的美丽画卷。自今年 4月宁
海湾被授牌为中国摄影家协会宁
波艺术中心及宁波画院创作基地
以来，吸引了众多艺术家前来创
作，为宣传地域旅游、挖掘传统
文化等起到了积极作用。

（宁海强蛟镇）

石浦：渔港醉了

10 月 21 日，秋风送爽，金
菊盛开。象山石浦港沿岸的金钱
菊连片绽放，万绿丛中，黄、红
双色菊花赛金似霞。晨曦里，市
民在绚丽多彩的景观花坛前踩着
乐点，行云流水般打着太极，时
光凝固，渔港醉了。

（象山石浦发布）

庄市：花海迷人

秋高气爽，正是外出赏秋的
好时节。宁波市植物园内，14
万株向日葵花竞相开放，形成一
片片金色的海洋。它们向着太阳
绽放一张张“笑脸”，美不胜
收。植物园园内还特别设置了

“爱之丰收季”嘉年华、多彩市
场、丰收 party 等多个综合展览
区 及 cosplay 主 题 的 综 合 拍 照
区，让游客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
感受大自然。

（镇海庄市街道）

主持：王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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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力文明停车

“湖西路附近有共享单车停放
在机动车道上，请注意劝导。”日
前，白沙街道综治走访微信群传
来实时信息，社区人员及时出动
规整车辆停放，劝导市民文明停
车。

原来，在文明城市创建巡逻
中，白沙街道工作人员发现许多
共享单车存在乱停乱放现象，有
的还停在盲道上。为规范市民文

明停车，白沙路、人民路等路段
新增了许多共享单车停车位。

即便单车停车位白线被划得
足够醒目，但“不买账”的“骑
士”依然不少，为此，白沙街道
开展“单车猎人”志愿者招募活
动，鼓励市民在居住地或工作点
附 近 开 展 服 务 。 街 道 设 置 白 沙
路、人民路、新马路等五个路段
团队认领，鼓励志愿者进行文明
出行宣传，整理搬移占道停放和
影响交通秩序的单车。下一步，
白沙还将利用社区网格巡察开展
摸排劝导，积极与共享单车运营
企业对接，明确车辆投放回收数
量、投放地点等。

细微处落手

早上 8 点，正大社区书记杨艳
红就开始对各网格员布置任务。

“要一日三次巡查各包干区块，确
保小区环境整洁，不乱堆放建筑垃
圾。”社区积极联合物业、志愿者、
城管义工等开展环境卫生大整治，
对小区内的牛皮廯、建筑垃圾、卫
生死角进行及时清理，整治小区消
防通道乱停车等不文明现象。

“城市环境越来越美了，背街
小巷也干净整洁了，城市的文明要
靠每一个人努力。”家住正大花园
的徐巧英阿姨开心地说。徐阿姨是
正大文明小分队中的一员，每天会

按网格分工，在正大路地铁口和白
沙菜市场等人流量大的地方，发放
文明宣传手册，张贴文明宣传画。

大庆社区志愿者们给居民发
放倡议书，热情细致地讲解文明城
市创建的重要意义，呼吁大家遵守

《宁波市文明行为促进条例》，文明氛
围日益浓厚，助人为乐蔚然成风。

拆迁不扬尘

“以往拆迁不敢打开窗户，一
天下来粉尘会覆盖家中。”正大路
旁边一家杂货店老板无奈地说。正
大路拆迁已进入突破阶段，为防尘

降噪，街道调来消防车边洒水边施
工，并及时组织人员清运拆迁垃
圾。“现在拆迁做得很好，既不影响
路边营业，也不影响我们行走。”一
位路过的大伯开心地说。

白沙街道在房屋拆除清理后
组织施工队砌筑围墙，还邀请设
计公司设计墙绘，组织队员仔细
捡拾绿化带内的塑料袋、纸屑、
烟头、烟盒等杂物。虽然施工暂
时给百姓生活带来些许不便，但
仍然得到了大家的支持。“相信周
边环境会有一个大提升。”附近小
区居民这样说。

本报记者 陈章升
慈溪记者站 邵 滢
通讯员 叶建青

“稻可果腹，读亦润身”

“稻读公社”是慈溪市委宣传
部重点打造的文化品牌，名称取自

“稻可果腹，读亦润身”。自去年 10
月成立以来，这个以分享阅读为主
旨的网络社区组织吸引 2 万多名

“粉丝”关注，发布原创读书笔记80
余篇，联合推荐书目55册。

洪叶是“稻读公社”六群的群
主，也是“领读者群”的成员。每天，

她必须完成一句话笔记、推送“稻
读双语”，要把当天群员的一句话
笔记整理出来放到群里供群员阅
览点评。另外，她还要参加“领读
者”会议，商议“稻读公社”的活动
和工作安排。

在“稻读公社”，像洪叶这样的
“领读者”有28人。“领读者”是群员
中的骨干，负责群内事务的打理和
阅读活动的推广。每个月月底，28
位“领读者”都要推荐心仪的好书，
并附上推荐理由。除了“领读者”
外，一大批志愿义工也成为“稻读
公社”的中坚力量，他们被划分成
秘书处、编辑部、会员管理部、活动
项目部、宣传推广部、外文译介部

等，负责读书笔记编辑整理、微信
平台维护、线下活动策划、阅读推
广、宣传策划、会员管理以及日常
内部管理等。

全民阅读，提升品位

线上，吸引众多爱书之人交流
读书心得；线下，各类阅读空间满
足读者们多层次多样化的阅读需
求。目前，“稻读公社”已打造 83 个
线下实体“公社”、18 个“稻读书
房”、1家“稻读书城”。

在明州书城，1000平方米的场
地被分成文房四宝区、教辅专区、
少儿阅读区、咖啡休闲阅读区等几
个功能区，既幽静雅致，又富时尚

气息 ；在横河孙家境的“浴心书
屋”，全木结构仿古书屋配上古典
名著、历史典籍；在渡野庐茶室，茶
香四溢的茶室成为书友们看书品
茶、交流茶道的好地方。

今年 3 月，“稻读公社”在横河
镇孙家境村“浴心书屋”设立线下
活动基地。“我们设立了国学堂和
国学图书馆，供大家学习、交流使
用。”在村里工作的大学生胡斌告
诉笔者，“平时，会举行亲子阅读、
读书分享等活动，村民们也喜欢来
看书、读报。周末，一些家长还会带
着孩子来看书。‘浴心书屋’已成为
一个文化气息浓厚的公共场所。”

明州书城负责人马建君是“稻

读公社”的骨干成员。自今年书城
加盟“稻读公社”以来，她一直努力
营造良好的阅读氛围，组织开展富
有特色的读书交流会。“阅读提升
着市民的幸福指数，同时也提升着
一座城市的文明形象。”马建君说。

坚持“每天阅读一小时”行
动，撰写一句话笔记并分享；每
月发表一篇书评文章，推荐一批
优秀书目……如今，“稻读公社”
引导慈溪市民阅读经典，通过讲
座、座谈、朗读等交流形式，让阅读
逐渐成为爱书之人的一种生活方
式。“稻读公社”负责人表示，读书原
本是一个人的事情，但“稻读公社”却
让这件事成了一群人的事。

][

本报记者 黄 程
余姚记者站 谢敏军
通讯员 诸 挺

一座小镇
孕育姚江望族耀世人文

据研究余姚地方史专业人士
介绍，泗门在唐代还是一片荒凉
的 滩 涂 ， 到 南 宋 才 有 “ 杨 诸 周
谢”四姓定居。为了使子孙安居
乐业，这些家族先后制定了家风家
训，到明代中期，都发展成为姚江
望族。明嘉靖年间，朝廷下旨表彰
泗门为“淳厚里”，意思是“民风淳
厚、民俗淳朴”的地方。

泗门宋时置镇，文化灿烂，名
贤辈出，计有进士23人。明清以来，
四大家族在科举制度下，演绎了一
部璀璨夺目、高潮迭起的泗门地方
史书。明清两代，泗门人以科考得

功名，任朝廷和地方官员者达 162
名。民国时期，泗门文化多元发展，
崇文重德的官宦文化与乡村文化
共融，形成了一座人文荟萃之镇，
涌现出谢之光、杨贤江、谢寿天等
一批在各领域颇负盛名的人物。

历史上，王阳明、黄宗羲等
余姚名人学士也与泗门结下不解
之缘，黄宗羲更留下了“不妨长
作四 （泗） 门人”的诗句。泗门
因此博得“名邦之源”“阁老故
里”之美誉。

一首歌曲
承载文明醇厚乡风

“家风正，子孙端，民风淳，
世风清。重耕读，性高洁，秉醇
厚，增门楣。”金秋时节，余姚泗
门 镇 家 风 主 题 歌 曲 《泗 门 好 家
风》 在 该 镇 第 十 二 届 “ 汝 湖 金

秋”艺术节上首次亮相，由全国
青联委员、国家一级演员、歌唱
家吕薇倾情演唱。一系列文化艺
术活动由此拉开序幕，持续一个
多月时间。

“无论是家风家训的传承，还
是文明乡风的孕育发扬，都需要
有实实在在的载体。”泗门镇有关
负 责 人 说 ， 通 过 丰 富 多 彩 的 活
动，把各个年龄段、各个层次的
市民都吸引过来并参与其中，“只
有这样，才能浸润人心。”

据介绍，艺术节已连续举办
十二年，今年的艺术节系列活动
包括“一人一艺展风采，文明乡
风润小城”主题活动、“喜迎十九
大、人人来奉献”志愿者广场活
动、艺术情景剧 《泗门故事》 展
演、“明月寄相思”中秋经典美文
诵读会、“山海连心”磐安——泗
门文化走亲、泗门镇第十六届老

年人体育运动会等，成为泗门镇
及周边群众惠享文化艺术的一场
盛宴。

一本手册
传承家风弘扬小城文明

在泗门镇谢氏后人看来，优
秀家风之所以影响至今，甚至成
为当今社会稀缺的宝贵资源，主
要表现在：关注人的性格脾气，
处理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倡导
做 人 诚 实 ， 脾 气 温 和 ， 性 情 憨
厚、忠厚。

泗门镇党委、政府历来重视
精神文明建设，始终把文明创建
与该镇的政治、经济、社会、文
化、生态发展相融合，把文明创
建作为推动小城市培育和卫星城
建设的重点工作来抓。

在文明创建中，市民文明素

养的提升和市民的广泛配合尤为
重 要 ， 为 此 ， 该 镇 精 心 编 写 了

《泗门文明手册——市民简明读
本》，由各村 （社区） 发放到户，
累计发放25000余册。

手册内容包含简介篇、创建
篇、礼仪篇、家风家训篇、展望
篇及附录篇。泗门镇有关负责人
表示，希望通过手册帮助大家了
解泗门、知晓礼仪、熟悉创建要
求，并推动小城市文明培育，推
动形成人人关心泗门、家家热爱
泗门的良好氛围，并以此来提升
城市品质，增强城市福祉。

随着卫星城建设和小城市培
育的推进，如今，新泗门人的数
量与年俱增，但是新老泗门人和
谐共融。泗门镇是全国文明镇，
下辖小路下、谢家路两个全国文
明村，全国罕见。这要归功于代
代相传的好家风、好家训。

优秀家风孕育小城文明优秀家风孕育小城文明余姚泗门余姚泗门

不久前，以本地优秀家风家训为主题的余姚市泗门
镇家风家训馆正式落成，集中展示了“杨诸周谢”四大
家族的优良家风家训。其中被奉为四大家族代表的谢
氏，其“淳厚”家风具体细化为家训二十四条，以及起
家之由十七条、败家之由十七条，使得家风教育更有操
作性。

家风馆通过一系列图文展示，成为市民了解历史、
学习优秀家风家训以及增强集体荣誉感的好去处。国庆
中秋双节假期，免费对外开放的家风家训馆，吸引了一
大批市民和游客前来参观学习。

“以前，走马楼内堆满了杂物，人都挤不进去。现在，这里环境优雅、书香四溢，大伙儿
可以在这里看书、聊天，既消磨时光又增长知识。”在慈溪市桥头镇的秋雨书屋，余先生正
在书架前挑选自己爱看的文史类书籍。自从今年成为“稻读公社”一员以来，每天来这里
看书，已成为他的一个生活习惯。

慈溪市桥头镇是著名学者余秋雨的故乡。两年前，该镇在古色古香的九十九间走马
楼内腾出六间木房，建成了供居民看书的秋雨书房。自从对外开放以来，这个古色古香的
公共阅读空间成为当地“稻读公社”书友们读书交友、开展线下活动的“俱乐部”。

慈溪“稻读公社”：
以书会友引领阅读风尚

社工、义工、社会组织“益”心助力

白沙文明之花竞相绽放
环保护绿活动、清理小微水体垃圾、开展爱水护水活动、开设环卫工人爱心驿

站……在白沙，社工、义工队伍、社会组织活跃在文明创建的各个角落。每月5号，各社
会组织自发聚集在日湖公园开办公益夜市，为城市送去一份关爱和温暖。律师、医生、
警察、消防员、银行职工等志愿者，定期为社区居民提供专业知识解答和讲座。

图为艺术情景剧《泗门故事》演出现场。（诸挺 黄程 摄）

图为“稻读公社”书友们在渡野庐茶室读书品茶。（陈章升 摄）

社区志愿者为居民理发。（徐欣 朱晓净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