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余建文
通讯员 乐巧琼

“都阿姨”手工坊是招宝山街
道有名的公益组织，成立已有 5
年。手工坊组织社区妇女学习手
工编织、串珠，做好的产品用来义
卖或赠送，回馈社会。“都杏娣阿
姨组织、策划能力强，范银娣大妈
负责技术教学，一个主外，一个主
内，两个人组成‘黄金搭档’，十
分默契！”胜利路社区党支部副书
记徐宁这样说。

胜利路社区位于招宝山城区
中心。令人想不到的是，在这块
面积不到 0.3平方公里、百余幢楼
群的狭小区域，竟然聚集起大小25
个社会组织、8 个“能人”工作
室。社区负责人说，社区虽然不
大，但集中了不少镇海区的企事业
单位，“辖区里有特长的居民很
多，我们通过集合资源，为‘能
人’居民搭建平台，发挥他们的才
智，积极参与到社区服务中来，共
同促进和美社区创建”。

上个月，“都阿姨”手工坊荣膺

2017 年度镇海区优秀志愿服务组
织。都杏娣说，手工坊的成长，离不
开社区和众多居民的热心相帮。
记 得 手 工 坊 刚 成 立 时 ， 一 穷 二
白，买毛线的钱都没有，是社区

“科普读书会”的成员你五元、我
十 元 地 一 起 凑 起 启 动 经 费 。 现
在，手工坊成员已有近 30 名，是

“开张”时的一倍。5 年间，通过
制 作 产 品 、 捐 赠 义 卖 、 购 买 材
料、再制作……手工坊运作不仅
形成自我循环，“献爱心”行动还
跳出社区，走向街道工疗站和区
敬老院，服务半径不断扩大。

退休职工李建国是胜利路社
区尽人皆知的绿化“达人”。2010年
时，他自掏腰包，清理胜利路 81 弄
13 号楼和 11 号楼之间的杂物和建
筑垃圾，放置了自己栽培的 100 多
盆花木盆景，打造一个名副其实的

绿色庭院。其中，光国家一级珍稀
濒危植物就有 4 盆。这个美丽庭院
不仅为小区增添了一份浓浓的绿
意，也为社区居民营造了一个休闲
好去处。

李建国打小喜欢花木，现在是
市花卉盆景协会常务副秘书长。他
对笔者说，盆景很多人喜欢，但要
养好很难，“我搞这个庭院，不仅为
小区添点绿，还想有个场所，和大
家交流花木养护的心得，打造以百
年树桩为主的文化特色品牌”。

这几年，老李前后送给社区
居民的盆栽、小盆景有五六百盆
之多，并热心传授养花技艺。碰
到邻居有结婚、乔迁之喜，老李
还 常 常 外 借 盆 景 ， 帮 助 现 场 布
展 ， 邻 里 间 相 处 更 为 和 谐 。 最
近，李建国又有了新动作，他租
下小区内一间车库，改造成一个

绿化工作室。“前不久我们请来市
里的园艺专家，举行了第一次活
动，现场教授盆景造型技巧。”老
李 说 ， 社 区 也 想 把 这 作 为 一 个

“美化生活站”公益项目，每季度
开展一次培训，把爱花、护绿的

“种子”播撒出去。
在上周举行的镇海区首届居

民提案大赛上，胜利路社区有两
个项目入围。其中“海景东苑”
小区参赛代表谢建初说，通过挖
掘、组织小区内有一技之长又乐
于奉献的志愿者，打算成立居家
小 修 、 编 织 缝 补 等 六 个 服 务 小
组，以满足居民的需求。有些小
组已经在开展活动了，“我们要构
筑居民自助、小事互助、大事众
助的‘三助’自治站，打造一个
和谐、睦邻、宜居的高楼‘大墙
门’”。

本报记者 王 博
通讯员 苏 纯

这场“圆桌会议”是闻名横
街镇的水家村“村民说事会”，每
月两次，已经持续了近一年。村
里大小事情，无论疑难杂症还是
鸡毛蒜皮，都能拿到说事会上说
一说、议一议。据不完全统计，
过去一年水家村召开说事会 10 多
次，参会村干部、村民200人次。

“把村里的大事小情搬到台面
上，村民集体协商，不仅调动了
村民的积极性，还提高了办事效
率，加快了实事工程的进度。”水
家村党支部书记水军说，这种公

开、公平、公正的议事模式，也
在一定程度上及时化解了村里可
能出现的矛盾和冲突。

起初，“村民说事会”推进得
并不顺利。很多村民不相信“说
说”就能解决困扰多年的问题，
也 不 相 信 自 己 的 话 能 起 多 大 作
用。当时，抱着试试看的心态，
村民李奶奶提了个“家门口河道
脏臭”的问题。没想到第二天，
就有工作人员到河边考察；不过
几日，河道里陆续出现了不断冒
着水花的治污机器和各种水生植
物。随着一件件民生项目的落成
和一个个矛盾纠纷的解决，大家
对“说事会”的热情越来越高涨。

过去一年里，水家村“村民
说事会”解决的各类问题中，涉
及人数最广的问题当属“村菜场
环境卫生综合整治”。这个“菜篮
子工程”不仅影响到每个村民的
切身感受，还牵扯了众多商贩的
利益。召开“村民说事会”后，
村干部马上向镇里汇报，最终确
定 治 理 方 案 ： 基 础 设 施 升 级 改
造、加大保洁力度；施行摊位责
任制、打分排名制；对流动摊贩
加以规范管理，扭转菜场环境脏
乱差局面。

谣言止于公开，矛盾化于沟
通。以前的水家村，村务信息没
有公开的渠道，导致不少村民不

信任、不理解村委会工作。“村民
说事会”创造了一种百姓发声、
知情、参与的渠道，村里愈发和
谐。“与其让村民们猜疑、担心，
不 如 让 一 件 件 事 情 摊 开 来 说 清
楚，讲明白，没有什么问题是不
可以说明说通的。”水军说，“村
民说事会”从一开始七嘴八舌吵
吵闹闹，到后来“不红脖子、不
粗嗓门”，平心静气地坐下来说
事，逐渐形成了较为成熟的“众
心合议”村民说事制度。

为充分尊重民意，有些议题
甚至会协商四五次。村祠堂闲置
得不到妥善保护，村民们你一言
我一语说出了五六套解决办法。

后来，经过集体协商，最终决定
将祠堂改造为村史展览馆，在对
房屋加以修缮的同时，为祠堂赋
予新的生命力。

目前，横街镇已有多个村开
始尝试“村民说事会”，不少村在
观摩学习了水家村的“村民说事
会”之后，也在逐步尝试将村民
代表会议、党员大会的大门向全
体 村 民 敞 开 。 说 事 内 容 涉 及 养
老 、 教 育 问 题 ， 也 包 括 邻 里 纠
纷、家庭矛盾。下一步，横街镇
还将全面推行“村民说事”，步步
为营，让不必要的矛盾冲突变成
善意的沟通理解，让所有热衷于
建设和美家园的心都有一个出口。

骆驼：首批“红颊”
草莓开始采摘

近日，镇海区骆驼街道一昕
农场工作人员正在采摘“红颊”
草莓。目前草莓刚上市，产量不
高，单价在每公斤 100元，预计
本月中旬将大面积上市。

（镇海骆驼街道）

新源：打通社区党
建“最后一米”

在福明街道新源社区，“红
色快递员”走家串户，让群众及
时获知党和政府的“好声音”，
同时提供一系列便民服务。新源
社区党总支副书记汪洪泽说，新
源社区共划分 8个网格，通过开
展“民情大走访”活动，了解群
众诉求，同时，定期邀请社区的
居民代表、墙门组长等召开民情
民意座谈会，广泛听取民情民
意。到目前共收集民情民意 290
条，解决民生问题281个。

（鄞州新源社区）

墙头：厨艺大赛热
闹“开炒”

近日，象山县方家岙农家客
栈厨艺大展示拉开帷幕，共有
10 支队伍参加比赛。现场，菜
刀碰撞案板的“笃笃”声，油锅
冒着热气的“滋滋”声，以及麻
利的颠锅声和锅铲翻炒食材的声
音不绝于耳，糖醋鱼、土鸡煲等
家常菜纷纷亮相。墙头镇在大力
发展民宿经济的同时，精心打造
集休闲度假、农家体验为一体的
全景花园式特色村落，吸引游客
前来游玩。

（象山墙头镇）

深甽：“十月半”上
演文化盛宴

时而慷慨激昂，时而灵动跳
跃，继 2017 深甽第十届“十月
半”乡愁文化节之后，宁海县深
甽 镇 又 迎 来 了 一 场 光 影 盛 宴
——“ 十 月 半 ” 主 题 灯 光 秀 ，
把整个深甽“十月半”活动推
向高潮。到 12 月 4 日，已有上
千 人 次 参 与 了 “ 十 月 半 ” 活
动。“我们致力于打造传承历史
文化、展示地方特色的文化盛
宴。”该镇党委书记王东海介
绍，整个活动包括了主题灯光
秀、尝十二道峰味、泡森林温
泉汤、游古村体验线、品戏曲
文化宴、观乡愁书画展、逛宁
绍台集市等七个系列活动，活
动持续至12月10日。

（宁海深甽镇）

尚田：冬笋大量上
市

“近段时间雨水较多，本地
冬笋大量上市，口味很好。”日
前，一位在奉化区尚田镇菜场买
冬笋的黄先生说。奉化全区拥有
毛竹山面积 24 万亩，主要分布
在大堰、尚田、萧王庙、溪口和
锦屏等地。得益于今年入秋以来
的充沛雨水，笋芽膨大迅速，冬
笋产量大幅提高，可源源不断供
应市场，目前每公斤价格 50 元
左右。

（奉化尚田镇）

近日一早，海曙区横街镇水家村村委会挤满了前来说事的

村民。当天的话题是“村菜场的环境卫生综合整治”。“菜场环境

好，我们住在旁边的村民也就不会有怨言了。”“不能光靠投入建

设施，还得安排专人来打扫。”村委会的圆桌旁，坐满了村民，你

一言我一语。村书记一字一句地认真记下，在会后第一时间召集

人员谋划解决办法。

主持：王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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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徐 欣
通讯员 林嗣健 戴超

大庆南路 218 号，静静地矗立
着一幢民国风格的青灰色两层小洋
房。这里就是按原样复建的百年前
宁波最早的火车站——甬曹铁路宁
波车站纪念馆，也是西泠印社出版
社宁波分社所在地。由于“天下第一
名社”西泠印社的巨大影响力，目
前，这里已成为江北精品书画、金
石篆刻的展示场所和文化艺术界各
路大咖们汇聚交流的集中地。2016
年开始筹建的社会组织“慈湖印
社”也入驻于此。

阮解是“慈湖印社”常务副社
长。“现在是文艺创作和文化教育的
最好时代——老百姓有需求，社会
有条件，艺术家有抱负，我们要为江
北的文化事业做点事。”阮解是这样

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他利用自己担
任西泠印社出版社宁波分社负责
人、浙江省篆刻创作委员会委员、宁
波市书法家协会篆刻委员会副主任
等职务的有利条件，不遗余力地在
宁波大市内推动“书法进课堂”活动；
为了厚植江北书画艺术氛围，在他的
主导下，纪念孙中山诞辰150周年书
画精品展、李刚田对联书法精品展、
吕国璋名言吉语书法展等展览和活
动相继举办；印社还经常邀请国内
书画名家来甬参加研讨交流。

“艺术只有走进千家万户，才能
源远流长。”这是阮解执着坚守的
理念。阮解和妻子张桂烨是浙江师
范大学美术系的同班同学，毕业后
都在中职学校任教，后来在宁波安
了家，可谓琴瑟共和。女儿阮乙目
前在中国美院附中就读，年仅 18
岁的她在素描创作已经显露一定的
天赋。

2016 年的春节，对阮解一家
来说意义非凡。他们受邀到纽约参
加联合国总部迎中国新年艺术展
览。“一家三口齐上阵”，这在宁波
是头一次。“这是一次难能可贵的
展示机会，我去之前就想好了，要
好好传播我们宁波的文化。”阮解

一家带去的 40 余幅作品被主办方
永久收藏。

回国之后，阮解又投入到创办
东南书画院的日常事务中。他以传
播传统文化为己任，希望传统文化
能在青少年心中“种下种子、发芽
成长”。

现在，阮解为弘扬国粹还常做
一些幕后的公益活动。比如，他和
朋友一起组织宁波首个吟诵学会，
旨在通过对古诗词吟诵的研究，发
现读书的方法。为此，他们邀请全
国吟诵专家到宁波，同时，制作了
本地一些文化名人吟诵的音频资

料。为了尽快挽救几近失传的传统
读书法并掌握第一手资料，他们先
后在宁波及周边地区，采录了 70
多位 70 岁以上老人的吟诵影音资
料。

“现在我们两个月举办一次大
型展览，小型展览经常性举行，这
些活动既有广度又有深度，既有学
术性又含普及性，吸引了众多市民
前来欣赏。”阮解说，“我们还通过
举办系列艺术沙龙的形式，集聚了
一大批书画界人士，大家研讨学术
问题，还就如何打响江北文化品牌
出谋划策。”

这几天，气温骤降，冬天的脚步近在眼前。在镇海招宝山街道胜利路社区，“都
阿姨”手工坊的成员们正加紧赶工编织，准备接下来的“送温暖”行动。“计划我们
早就排好了，冬至前，要把新织的五六十顶 （条） 绒线帽和围巾，送给社区高龄老人
和部分残疾人。”手工坊负责人都杏娣阿姨说。

横街
““村民说事村民说事””说出民主和谐说出民主和谐

村民说事会现场。 （苏纯 王博 摄）

百姓智慧点亮公益之“灯”
——镇海胜利路社区聚“能”引才促和美

1914年，甬曹段铁路通车，只有两节车厢的宁波历史上第一列火车从宁波站缓缓驶出。
百年后，甬曹铁路宁波站旧址，一趟承载着文化与生活结合的文创专列悄然驶入。

阮解：
百年前火车站旧址百年前火车站旧址““走来走来””文化使者文化使者

“都阿姨”手工坊成员聚在一起，交流制作串珠工艺。
（余建文 乐巧琼 摄）

阮解（左一）参加中外文化交流活动。 （徐欣 摄）

慈湖印社所在的百年前宁波
火车站旧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