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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下村不仅有国家级文物保护
单位虞洽卿故居、百年老宅树滋堂
和继勤堂、万顺酿造厂等人文古迹，
还有得天独厚的“海陆空风情”。村
庄东北面的滩涂上有多种小海鲜，
游客在大饱口福之余，还可以卷起
裤腿，在村民的指导下“赶海”。村庄
西北侧的伏龙山上有摩崖石刻、莲
花池等“伏龙八景”。新建成的 2000
余米游步道，巧妙串联起这些“明
珠”。

近年来，山下村的经济发展和
村庄建设驶入“快车道”，先后获得
浙江省卫生村、浙江省旅游特色村、
浙江省历史文化名村等称号。通过
梳理、改造村庄空间肌理，挖掘提升
商帮文化内涵，整治村落环境和完
善配套服务设施等，山下村的面貌
焕然一新。“现在，村里以农村环境
整治提升为抓手，以人文古迹为亮

点，正在努力打造‘民国风情一条
街’。”山下村党总支书记沈志明告
诉笔者。

“现在，我们村变得更漂亮了，
来这里的游客也越来越多！”村民王
维高兴地说，“村里的道路修葺一
新，老镇龙浦、大寨河从垃圾河变成
了景观河，这些改变与这几年村里
的环境整治密不可分。”2015 年，山
下村在全村范围内开展环境整治提
升行动，王维是首位积极响应的家庭
主妇。在家庭主妇动员会议上，她作
为典型代表倡议，从美化自家庭院做
起，助力村庄村容村貌大改变。在家
庭主妇们的带动下，村民们拧成一股

“绳”，积极投身到环境整治中。
在山下村，“变身”的除了庭院，

还有村里的各类“死角”。“农村的卫
生死角不仅影响环境整洁，而且对
村庄面貌是一种损害。”村干部蒋雪
霞说，在卫生死角清理行动中，村民
们清理出了几百车垃圾。为了不使
这些角角落落再次成为垃圾的堆放

地，山下村通过栽种花草树木，建造
凉亭、停车场等，将“死角”变成“风
景”。近年来，村里还拆除了伏龙山
景区周边违法建筑 16处，梳理出土
地约4.2万平方米。

经过一系列的生态环境整治，
山下村脱下了“脏乱差”的外衣，而
接下来“民国风情一条街”建设，则
是为它披上了一件复古的“民国
装”。“建设‘民国风情一条街’，就是
为山下村寻找‘魂’与‘根’！”沈志明
说，“现在，村里邀请专家学者设计
建设方案，力求‘修旧如旧’，重现村
庄的繁华景象。今年慈商大会期间，
虞洽卿后人虞寿铭故地重游，提出
在此建设宁波商帮博物馆的意向。”

如今，初尝生态“甜头”的村民，
开始畅想村庄的美好未来。“预计到
今年年底，‘民国风情一条街’能够
全面完工，下一步将进行招商引资，
引进不同的业态。”沈志明的眼前已
经有了一幅生态旅游的美丽蓝图，

“伏龙山上滑翔伞基地充满时尚气

息，‘伏龙八景’古韵悠悠；山下的农
业观光园里瓜果飘香，宜居民宿风格
独具，山上山下美景连成一片……”

本报记者 陈朝霞
通讯员 丁梦莹 沈晨舒

用心聚民心
打造“情感共同体”

2015 年 11 月，徐孟儿来到水岸
心境社区担任党支部书记，第一件
事就是走访居民、了解民情。“此前
工作的北郊社区是城区新老结合的
社区，老年居民多，而水岸心境社区
情况完全不同，白领、骨干、精英是

社区的主要居民，70 后、80 后甚至
90 后居民占大多数。”徐孟儿意识
到，需要为居民量身定制有针对性
的“法宝”，才能凝聚人心。

2016年初，徐孟儿推出了“写意
水岸”微信公众号。她认为：“崇尚自
然、品位生活是年轻居民追求的生
活模式，通过这条看不见的 E线，能
建立连接居民情感、凝聚人心的纽
带，从而构建一个社区‘情感共同
体’。”

在“写意水岸”，居民不仅能获
悉社区事务的最新动态，还能了解
党建廉政动态，更能放上自己日常
生活美图“晒晒幸福”，关注的居民
从最初的十余人发展到现在的 600
余人。“这一公众号摸准了居民心
态，针对性强。如今在海曙区每年社

区居民满意度调查中，我们社区年
年名列前茅。”水岸心境社工邬思嘉
告诉笔者，2016 年 11 月，水岸心境
社区获评宁波首批十佳“品质社
区”，是海曙区唯一获此殊荣的社
区。

用情换民心
着力解决民生实事

走进水岸心境，干净的道路、齐
整的绿化、整洁的环境，品质社区
的姿态跃然眼前。“以前小区北门
口的小路破损坑洼，居民出行不
便；路边围墙遮挡司机行车视线，
造成安全隐患，大家反映不断。徐
书记来了后，丝毫不躲避这些烦心
事 ， 马 上 着 手 解 决 ， 我 要 点 个
赞。”居民任信芳向笔者夸起了社

区书记。
2016 年初，徐孟儿上任不久，

就着力解决这一“老大难”问题。
她抓住共建契机，联系到海曙区城
管局机关二支部，并发动社区党
员、居民骨干，齐心协力将小路修
整一新。2017年初，她又和区国土
局协商，将旧围墙往后挪 10 米左
右，改善了驾车居民行车视线，拓
宽了车辆交汇距离。

“别看这条小路长不过 200 米，
宽才 2 米多，却是居民日常生活离
不开的重要通道。沉下心去听群众
的声音，用心用力解决居民生活中
实实在在的问题，才能赢得居民的
信任。”徐孟儿说。

在徐孟儿的带领下，水岸心境
小区南门、西门设置了网格线，上

院 D 区门口公交车站安置了隔离
栏，开放使用上院活动室；增设小
区户外体育器材……一件件民生实
事让居民生活品质悄然提升。

用智巧管理
舞出党建“和谐集体舞”

在水岸心境社区，由安、乐、和、
爱四个工作室覆盖的社区文娱、公
益、应急、和谐4大类17个社会团
队，成为社区各项事务的引领者和
参与者。这是徐孟儿整合多方资
源，以党建引领为民服务的创新之
举。

“居民的需求千差万别，有了专
业团队加盟，实现了居民服务的高
质量和全覆盖。”徐孟儿开心地介
绍，四个工作室每年组织丰富多彩

的活动，如通过“党员在您身边”“党
员公开承诺”“邻里便利贴”等党建
工程，充分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
用；成立“社区志愿者积分&增能驿
站”，设立安全巡逻、爱绿护绿、社情
民意收集反馈、未成年人道德教育
岗等，唤醒居民参与事务的热情；推
出“狗狗便便屋”升级项目、在小区
主要门岗设置“e生活服务吧”等，不
断提升社区品质。

如今，一个“绿色、智慧、幸福、
融合”的水岸心境在提质推进，而徐
孟儿依然乐此不疲地奉献在社区。

“让社区真正成为一个和谐温馨的
大家庭，需要社区党组织、党员发挥
引领示范作用，将社区居民组织、凝
聚、活跃起来。作为社区书记，我将
继续努力。”徐孟儿如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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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孟儿：
8080后后““小巷总理小巷总理””乐此不疲在社区乐此不疲在社区

“心中有民讲奉献，心中有责讲作为，她就是我们身边的优秀党员。”居民这样称
赞她。

“虽然她年轻，但是她视野广有大局观。”同事这样评价她。
“社区事务虽然平凡琐碎，但是件件关系着居民切身利益，需要用心、用情、用

智对待。”她自己这样说。
从2003年大学毕业参加工作，她一直奉献在海曙社区。15年来，从西门街道柳

庄、翠中、北郊社区，到望春街道水岸心境社区，从一名普通社工到“小巷总理”，
她在基层奉献着自己的青春年华。她就是水岸心境社区党总支书记徐孟儿。近日，她
被评为“宁波市十大杰出青年”。

本报记者 朱军备

从小生长在四明山区的孙
剑鸣对竹子有一种天然的喜爱。
漫山遍野的竹子，也给龙观乡曾
经兴盛的竹编工艺厂提供了丰
富的原料。20 年前，孙剑鸣有了
跟师傅学习竹编的机会，并萌生
了收集竹编工艺品的念头。

在孙剑鸣眼里，普通竹子在
竹编工艺师傅的巧手里变成了
篮子、花瓶、盒子等容器，还变成
了老鹰、孔雀、猴子、人物等栩栩
如生的造型，无比神奇。竹子也
是文人喜爱的植物，具有人文精
神上的象征意义。

对竹编工艺品的喜爱，孙剑
鸣到了“痴狂”的程度。他从朋友
圈中获得关于竹制品的信息后，
就和三两同道好友一起开车前
往，跑遍省内山区，还远赴福建、
安徽等地。有一次，路上看见农
民头上戴着竹编斗笠，式样古
朴，孙剑鸣一见钟情，缠着对方
要买，但因为对方的方言无法沟
通，农民只是摇头，孙剑鸣只好
依依不舍地回来。

“ 有 时 候 开 了 很 长 时 间 的
车，却一无所获。有时因为信息
不对称，有时主人不在，有时价
格 谈 不 拢 ，有 时 东 西 装 不 下
……”说起这些收藏经历，孙剑
鸣一点不觉得辛苦。

后来，孙剑鸣在五龙潭景区
开起了农家乐，屋外专门植了一

片竹林，饭庄和住宿的小楼也是
用竹子搭建。对竹的“痴情”，也
体现在室内布置上，竹雕窗、竹
编容器，客人一进来，就有一种
清雅的感觉。在大厅，一面墙上
挂着一件他花了三个月雕刻的

《三字经》竹雕艺术品。
他经营的农家乐，菜品多是

当地特产，如花生、水芹菜、小溪
鱼、水库鱼等。品尝着浓浓的乡
味，欣赏着竹工艺品，游客感到
有趣，农家乐的特色彰显出来
了。

随 着 藏 品 越 来 越 多 ，2014
年，孙剑鸣在离农家乐不远的一
块空地上筹建起竹文化博物馆。
2017 年，一幢三层仿古建筑建
成，外墙、飞檐、护栏、门窗全用
竹子装饰；门口挂着苏轼的名
句：“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

进入大厅，更是一个竹的世
界：竹方凳、竹条案、竹背心、竹
篦箕、竹暖炉、竹箩、竹食篮、竹
升筒、竹淘箩，还有大大小小各
种形状的竹制提盒，其中年代最
远的是一对明晚期的竹书箱，乌
黑发亮。还有那些古代文人雅士
赏玩的竹工艺品，需细细观看。

双休日，一些游客免费参观
完竹文化博物馆，在农家乐吃点
土菜，既可欣赏竹工艺品，又
享受了美味。孙剑鸣说，接下
来，打算对农家乐建筑进行重
新装修，力争更有竹文化味。

本报记者 余建文

2005 年，福明家园社区与毗邻
的江东消防大队结对共建。那年的
八一建军节前夕，社区的“妈妈拥军
队”发挥织补特长，为战士们服务。
14 年来，这项拥军活动从未间断，

“妈妈”们用针线串联起浓浓的军民
鱼水情。

“拥军队”的成员个个是织补能
手。今年 68岁的袁莉菊缝补经验丰
富，这次她带了便携式缝纫机给战
士缝补衣裤。经过她的仔细修补，原
本磨出破洞的裤子又恢复了“青
春”。袁阿姨说，14 年拥军织补活
动，她次次没落，缝纫机都换了两

台，“这些消防战士的年纪跟我家孩
子差不多大。平时，他们流血流汗，
刻苦训练；危险时刻，他们冲在一
线，保护群众安全，太不容易了。我
们帮忙缝补点衣服，给小伙子们提
供点生活上的便利，感觉很光荣。”

福明家园社区党总支负责人
说，因为训练强度大，不少消防战士
的衣裤经常被磨破，可自己又不会
缝补，很是苦恼。于是结对共建，第
一年，社区就招募了几名擅长织补
的妇女，组建起“妈妈拥军队”，帮助
战士们解决难题，非常受欢迎。目
前，“妈妈拥军队”共有 9名成员，其
中 3名是党员，定期上门服务，一直
延续至今。

今年的活动，“妈妈”们带来了
两台缝纫机、挂烫机和电熨斗，设备
更为齐全。陈阿姨一边熨衣服，一边
向几名新战士传授熨烫衣服的技
巧，“衣服熨烫好，穿起来挺括，人也
显得更精神、更帅！”。有的战士还主
动帮忙穿针线，协助给熨烫的衣服
喷水。“妈妈”们一边做着针线，一边
和战士聊家常，构成一幅温馨的画
面。

来自广西的刘伟宏在警营服役
已 6 年，他从一名新兵成长为班
长，参加了多次织补活动，跟好几
位“妈妈”很熟络。他告诉记者
说，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看
着“妈妈”们戴上老花镜，一针一

线地缝补，就好像自己的母亲在身
边，特别亲切。不少战友退伍后，
还常发来信息回忆这一幕，“在宁
波，‘妈妈’们让我们感受到家一
般的温暖。”

每次上门缝补，“妈妈”们要花
上半天的工夫，将一堆衣裤修复好。
14 年来，“妈妈拥军队”共缝补、熨
烫了多少衣裤，数量的多寡已不重
要。在这一针一线间，军爱民，民拥
军，社区群众与消防战士的心紧紧
连在一起。如今，福明家园社区的

“妈妈拥军队”已成为鄞州“双拥”的
一项特色品牌服务。袁阿姨说，“我
们要把缝补活继续做下去，把拥军
好传统一代代传下去。”

福明“妈妈拥军队”：
一针一线串联起浓浓鱼水深情一针一线串联起浓浓鱼水深情

近日，鄞州消防大队江东中队会议室里，传出缝
纫机“哒哒”声与阵阵笑声，福明家园社区的“妈妈
拥军队”又一次走进警营，给战士们缝补、熨烫衣
服。

图为“妈妈拥军队”为战士们缝补、熨烫衣服。（余建文 摄）

慈溪山下村：
山水相宜风情浓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这里是远近闻名的“民国第一村”，
“阿德哥”虞洽卿在这里办学校、修码头、造小铁路、设电报
房，打造了一个三北“小上海”；如今，这里古树苍翠、碧水
清清，老宅旧屋、青瓦白墙构筑成的风景线让人们感受到那抹
历经百年的浓浓乡愁。这个具有“民国风情”的美丽乡村叫山
下村，位于慈溪市龙山镇东面。

图为三北轮埠公司石刻碑记。
（陈章升 杜成勇 摄）

图为美丽的山下村。 （陈章升 杜成勇 摄）

孙剑鸣：
竹文化彰显
农家乐特色

在海曙区龙观乡五龙潭景区的入口处，有一个竹文
化博物馆，仿古的三层小楼里，陈列着1000多件竹编工
艺品，它们是农家乐主人孙剑鸣 15年来的收藏品。自
2017年10月开馆以来，已接待游客6万多人次。

徐孟儿重温入党誓言。
（陈朝霞 摄）

孙剑鸣展示竹工艺品。 （朱军备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