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余建文

现在，招宝山换书大会已成为
宁波规模最大的广场换书活动，

“我们希望书籍变成一颗颗蒲公英
的种子，撒向城市的每一个角落，
成长为城市的精神食粮。”街道宣
传委员贺麟说。

一座城市，因其独有的文化印
记而与众不同。而与书为友，是招
宝山人传承千古的文化基因。近年
来，招宝山街道以营造书香氛围、提

升市民素质、构建品质城镇为主题，
积极开展“书香镇海”全民阅读活
动，以文化汇聚发展力量，不断夯实
和丰富老百姓的精神文明建设。

在招宝山，传统的纸质书和数
字化阅读交汇合流，走进居民的生
活。街道大力推进综合文化服务中
心建设，在 10 个社区和相关直属
单位拓展阅读平台，创建面向“新
镇 海 人 ” 的 “ 新 市 民 星 期 二 学
堂”、面向青少年的“小公民阅览
室”、面向老年人的“日间护理中

心阅览室”等；不断完善市民数字
化学习新平台“终身学习数字广
场”，积极推广“日阅通”数字掌
上阅读APP。

阅读空间的全域覆盖，阅读时
间的无缝连接，为市民构建了一个
个新的文化公共空间，各类教育活
动百花齐放。由专业讲师担纲的

“招宝大讲堂”推出人文精神、民
族文化等七大系列课程，各社区市
民学校结合主题实践活动，每月推
出多样化的“市民大讲堂”活动。

据统计，每年，招宝山街道举办各
类公益性讲座 140 余场，居民参与
达15000人次。

辖区里的“秋雪庐”远近闻
名，成为镇海的一个文化地标。主
人包芝江爱书成痴，一辈子收藏了
2.5 万册图书，被称为“浙江民间
藏书第一人”。而覆盖全街道的公
共电子阅览室和图书分馆，让全民
阅读氛围历久弥新。到 2016 年年
底，街道图书馆藏书量 15000 册以
上，建成 24 小时城市街区自助图

书馆 2 座，“数字云屏阅读机”6
个，每年组织开展读者活动百次以
上，全街道图书借阅量达18.69万。

去年秋天，招宝山被评选为浙
江省首批“书香城镇”，辖区的后
大街社区、海港社区入选省“书香
社区”。

目前，换书大会和金秋菊展、
“连艺之乡”全国连环画交流会、
招宝倾城季，已成为招宝山新崛起
的文化品牌。“城市涵养文脉，文
化滋养城市。‘书香城镇’是镇海

文化积淀的集中体现”，街道党工
委负责人说，接下来，还要拓宽渠
道，推动居民阅读活动的常态化，
让书香在这座滨海古镇代代相传，
以文化凝聚“精气神”，合力推动
老城品质提升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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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香最致远书香最致远 文脉铸品格文脉铸品格招宝山招宝山：：

4月 21日，第三届招宝·蒲公英千人换书大会
在镇海区招宝山街道古宅群“世博之家”内举行。
当天共有来自区内外8000多名“城市阅读者”通过
以书换书的方式，体验阅读快乐，分享阅读见解。

会场上人山人海，活动方还邀请了凯叔讲故
事、樊登书店、老约翰绘本馆等地方阅读组织和文
化组织前来助力，并开设了读书品鉴区，鼓励书友
之间相互交流。台上，流行乐、古典乐、戏曲轮番
表演；台下，4000多册书籍在爱书人中传递，分享
阅读心得。

本报记者 陈章升
通讯员 谢燕彬 景 锦

十里长街家家编帽

像傅秀珍一样，编草帽是许多
长河妇女的“拿手绝活”，当地自古
就有“十里长街无闲女，家家尽是编
帽人”之说。据考证，长河草帽业始
于清乾隆五十年，由宁波古林传入。
到清咸丰年间，长河已形成独特的
草帽制作工艺，产品主销宁波、新
昌、嵊州等地。

作为一种传统手工技艺，草帽
编织在长河流传发展了数百年。目
前，当地共有草帽企业 40 余家，年
产值近2亿元。“2008年，‘草帽编织
技艺’还被列入宁波市非物质文化
遗产名录，所属镇就是我们长河
镇。”沧田村村民张小红告诉笔者，

“草帽要编得好，需要掌握技巧。如
果在长河说起编草帽的高手，周荷
花便是其中一位。”

张小红提到的周荷花是我市草
编手艺非遗传承人，也是蓝天帽业
的负责人。“长河人不但从小教孩子
编草帽，还给他们讲长河草帽的故
事。”周荷花说，在 1915年巴拿马万
国出口展会上，长河草帽惊艳四座
获得了三等奖。“几年后，一家法国
洋行的老板慕名来到长河。这位生
意人发现长河的草编凉帽工艺精
湛、价格低廉，从中看到了商机。于
是，他便从南洋采购金丝草到长河
发放，让手工艺人编成草帽后再收
购销往国外。”

土产品做成洋产业

“编金丝草帽首道重要工序就
是挑草。我们通常会将上好的细草
分发给慈溪、鄞州等地的草帽手工
艺人编织，然后定期回收草帽进行
深加工。”长河镇乡下佬帽厂厂长丁
军方说，“现在，一顶优质的长河金
丝草帽市场价约 1000美元，编织时
间近半个月。去年，厂里销往美国、
日本、韩国的金丝草帽以及其他高
档草帽将近100万顶。”

走进乡下佬帽厂的展厅，人们
能看到上千顶款式各异的草帽，除
了身价不菲的金丝草帽，还有精美
的巴拿马帽、日本草帽等。“这几年，
我们厂的草帽款式、品种不断丰富。
比如巴拿马帽，其原料采购自厄瓜
多尔，在长河生产加工后销往美
国。”丁军方说，“自前年以来，厂里
陆续在技改上投入约 500 万元，进
一步提升了生产效益和产品品质。”

在长河草帽企业不断提高生产
效益的同时，当地的草帽手工艺人
也在持续提升编织水平。“我们吸
收、借鉴了竹编的技法，编织成重
叠式的‘交眼’，使织成的草帽给
人以双层的感觉。”周荷花告诉笔
者，经过多年的发展，长河草帽编织
原料也由原来单一的金丝草，逐渐
扩展到南特草、咸草、日本纸草等十
多种原料。

小草帽打响大品牌

为了让更多年轻人了解长河草
帽的历史，2008 年，长河镇修建了
长河草帽业小学纪念馆。周荷花说，
这所小学是 20 世纪 30 年代长河帽
商张文焕、张大兴等人发起兴建的。

“当时，学校创建人在每顶草帽的收
购价中抽一分钱作为赞助，所有人
积极响应。无数顶草帽‘盖’起了这
座草帽业小学。”

历经岁月沧桑，长河草帽业小
学已成为传播长河百年草帽文化的
载体。“现在，镇里经常组织学校师
生参观纪念馆，邀请草帽非遗传承
人开设草帽编织体验课。每年，我
们 还 会 在 这 里 举 办 草 帽 编 织 大
赛。”长河镇相关负责人说，“目
前，镇里正积极引导草帽企业发展
电商，同时加快‘机器换人’步
伐，让现代化的生产和销售方式赋
予长河草帽业新的活力。”

令人期待的是，长河镇计划联
合乡下佬帽厂，采用企业出资、政府
协同方式打造一个近3000平方米的
草编工艺博物馆。未来，人们在这座
博物馆不仅可以看到来自世界各地
的特色草帽，了解它们的编织技艺，
而且能在大师们的指导下体验长河
草帽编织，现场定制喜爱的草帽。

本报记者 项一嵚
通讯员 卓建青 毛旭波

该镇美容美发器具产业年产
值超4亿元，规模不大，却在国内
颇为知名。镇发展服务办主任韩
涵 介 绍 ， 溪 口 在 2005 年 被 评 为

“中国美容美发器具生产基地”，
2009 年年底又摘得“中国理发器
具产业出口基地”铜牌。其中，
电推剪是这里的拳头产品，其市
场份额占全国的70%以上。

1998 年，这里成立了国内第
一 个 美 发 美 容 器 具 协 会 。 近 几
年，更多会员企业不断追求品类
创新。“小小电推剪，也有无限创
新空间。”宁波嘉美电器有限公司
负责人张一波介绍，采用目前热

门的无线充电技术，该公司研发
了安全便捷的无线感应充电理发
器 。 有 人 为 美 观 ， 有 人 想 剃 光
头，还有小朋友希望在头上理出
趣味图案，该公司研发的多款电
推剪可满足不同的理发需求。“嘉
美”还研发出一款多档位、可显
示剩余电量的毛球器，不仅可在
家里去除衣物上的毛球，还能给
专业干洗店使用，目前正在线上
热卖。

品牌+智造，也成为该行业未
来的发展方向。作为会长单位，
宁波神剑电器制造有限公司在深
圳设立了高端产品研发中心，瞄
准消费升级的趋势，研发出一系
列 可 在 家 使 用 的 美 容 护 理 小 家
电 。 带 有 冰 冻 降 温 功 能 的 脱 毛

仪、毛孔清洁仪、淡化眼袋去除
角质的美容仪、多功能头毛发修
剪仪……“从毛发专家到个人护
理专家，从贴牌到 60%出口产品
打自主品牌。”该公司负责人葛挺
说，除了“神剑”这一用于国内
线下市场的品牌，该公司还注册
了“GTS”品牌，专攻外贸和线
上市场。现在，该公司的产品不
仅销往100多个国家，还在国内与
合作伙伴开设了 300 多家实体店
铺，5家线上店铺的销售额更是一
路上涨，占总额的60%。

大企业创品牌，中小微企业
做代工，在葛挺看来，未来，这
一细分行业也很可能像广东、青
岛 等 地 的 家 电 产 业 一 样 ， 走 上

“各得其所”的良性竞争之路。宁

波永东电器有限公司的“80 后”
掌门人康永也印证了这一观点，

“本地有几家企业为国内一线品牌
代工电动牙刷，我做的则是差异
化新产品。”针对懒人群体，该公
司研发出全自动刷牙器，涂上泡
沫牙膏，把上下两排牙齿都套起
来，用超声波去除牙垢，还有蓝
光美白等功能。去年，该公司在
香港注册了一个德文品牌，今年
又从义乌请来电商团队，打算把
新产品同时销往国内外。

溪口镇政府正在该镇工业聚
集区内规划美容美发器具小微园
区产业园，提供技术开发、金融
服务、信息咨询等专业化服务。
目前计划建造厂房 4.5 万平方米，
在2019年年底前建成投产。

本报记者 陈朝霞
通讯员 张 立 董建亚

老龄化社区多了休闲新去处

和很多城市老小区一样，南塘
社区是个老龄化较严重的社区，60
周 岁 以 上 老 年 人 占 总 人 口 的 近
30%。“老小区受资源限制，老年人
休闲娱乐无处可去，常以毁公共绿
化、种植各类蔬菜为乐，这一问题
是社区一直以来的心头痛。”南塘
社区党委书记薛洪武说，让人欣慰
的是，最近通过“居民说事”，这一
问题迎刃而解。

在“居民说事”会上，党员代表
吕延淼提出了自己的解决思路：

“小区车棚、车库现常有人打麻将
扰民，何不将其利用起来？既解决
矛盾又开辟出休闲场地。”他的想
法立即得到在场居民的一致认可，

建议很快被采纳。
于是，居民自主组建起了分工

明晰、行动迅速的破题小组，干劲
十足。有专门实地考察小组，有物
业商讨沟通小组，还有场地打扫清
理小组等，最终在小区内物色到了
一个近30平方米的车库，整修一新
后，社区多了一处老年人看书、聊
天、娱乐、互助的好去处。

“小区微整形”成靓丽“民
生名片”

走进段塘街道各社区，细心的
居民发现，小区垃圾房升级改造，
原先的垃圾桶随意摆放，而且标识
不清，如今四色垃圾桶整齐摆放，
垃圾分类标识清晰。这是段塘街道

“小区微整形”民生实事项目的一
部分。“通过大走访，我们搜集到居
民迫切需要解决的民生难题，其中
整洁有序的小区环境是居民最希

望看到的，于是，‘小区微整形’项
目应运而生。”段塘街道项目负责
人陈宏虹表示。

在南都社区茶花苑小区，许
多居民反映，小区内树木长势过
快，茂盛的树枝延伸到窗前，影
响了采光，而且随着天气越来越
热，容易招来蚊虫。社区了解到
居民的诉求后，当即将“小区树
木 修 剪 ” 申 报 为 民 生 微 实 事 项
目。3月 30日在街道的引领下，召
开了居委会、物业、业委会三方联
席会议。会上顺利通过此议题，隔
天就组织一批园艺工和清卫工进
场进行集中修剪及清运，光垃圾就
运了 10 多车，于清明节前期顺利
结束，社区居民表示非常满意。
目前“民生微实事”已经成为该
社区一张靓丽的名片。

在丽园等社区，居民集中反
映 需 要 在 社 区 安 装 视 频 监 控 系

统、加装休闲座椅、设置自动识
别车牌护栏等，很快，这些项目
被列入“民生微实事”项目，得
到解决。丽园社区顺德华庭居民
坐 在 新 安 装 上 的 长 凳 上 纷 纷点
赞：“我们是拆迁安置小区，小区
里‘赤脚上楼’的居民相对集中，
一下子还改不了原先在弄堂巷口坐
在石凳上乘凉聊天的生活方式，要
求加装长凳是大家的心声。虽然看
似小事，但对我们很有意义。”

对此，段塘街道党工委书记
裘骥总结：“社区微改造，民生大幸
福。我们每年用于民生的经费在成倍
增长，下一步我们还会进一步规划，
采集更多的民生需求信息，做到‘民
心计划’和群众需求无缝衔接。”

换书大会现场。 （汤越 余建文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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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 段 时
间，家住慈溪
市长河镇大
牌头村的傅
秀珍一有空
便会拿出咸
草，在家门口
编 织 草 帽 。
拧、缠、钩、编
…… 只 见 一
根根咸草在
她的指尖上

“飞舞”。不一
会儿，草帽的
帽筒便已成
形。“我们长
河的姑娘从
小就跟着家
里的大人学
编草帽。这一
顶顶草帽，凝
聚了几代长
河人的情感
记忆！”傅秀
珍感慨道。

▲图为款式各异
的长河草帽。

▲图 为
大牌头村村
民正在家门
口编草帽。

（陈章升 摄）

奉化溪口奉化溪口
美容美发器具产业美容美发器具产业
抱团升级抱团升级

上月，奉化区溪口镇的一批美容美发器具企业经营者从广
交会上返回家乡。今年赴会参展的共有34家企业，数量达到历
年最高。更令人惊喜的是，这个行业正在走出价格竞争的恶性
循环，迈上抱团升级之路。“大家都在找特色。”该镇商会秘书长
毛旭波说，以前三家工厂同用一副模具的情况不在少数；今年
的展会上，每家企业的定价、外观、功能各有不同。

外商正在了解当地企业生产的多款电推剪。（项一嵚 卓建青 摄）

““民心计划民心计划””无缝对接群众需求无缝对接群众需求

老小区空间有限，如何开辟新的休闲空间？茂盛的树木影
响采光，如何协力修剪？怎样保持社区环境卫生整洁有序？在
海曙区段塘街道，这样的事情着实让居民烦心。

今年，海曙区段塘街道通过“居民说事”平台，推出“小善
中的大爱”民心计划，围绕“把服务做到人民心坎上”的目标，
按照项目化管理、标准化建设、一体化推进、精细化运作的“四
化”要求，居民说事、党员议事、全员做事，通过民生大走访、民
生微实事、民生红组织、民生精服务四个专项行动，聚力解决
了不少居民烦心事，顺势带来了一大拨实惠的“福利”。

慈
溪
长
河

段塘：
升级改造后的垃圾房。 （陈朝霞 摄）

挑选心仪书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