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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宁海实验小学教育集团城南
校区热闹非凡。在学校举办的科技节
上，同学们期待已久的“公益大帐篷”，
给他们送来了别样的礼物。

“公益大帐篷”是宁海县青少年活
动中心对全县青少年儿童开放的公益
性活动，活动以公益性为基本原则，积
极开展科技实践、文化艺术、体育健身、
生活劳动等一系列实践活动，以游戏体
验的形式，寓教于乐、寓教于玩。截至目
前，“公益大帐篷”已经惠及岔路、桃源、
越溪、东仓、前童、科达、育才等 20余个
学校社区近5万人次。

2009 年 3 月，“宁海县流动少年宫
站点”启动仪式在胡陈乡中心小学举
行。紧接着，桑洲、越溪等 10 多个流动
少年宫站点陆续成立。次年 4 月，作为
流动少年宫站点的主项活动，县青少年
活动中心推出“会动的科学——宁海县
青少年流动科普馆”大型科普活动，为
全县中小学生打造了一座流动的科学
乐园。这就是“公益大帐篷”的前身。

为了提升活动的趣味性和参与
性，2013 年开始，县青少年活动中心
在原有资源基础上，对形式、内容做
了进一步调整、拓展，并取名“同在
蓝天下，共享好阳光公益大帐篷”。“公
益大帐篷”项目年年递增，从最初的简
单科普和互动项目，增加了现在的平衡
车、四驱车、环球影院、小胖机器人等充
满科技感的项目，越来越受到同学们的
欢迎。

最早时，县青少年活动中心只有朱
渊文、葛巧芳、李彩恩等6位老师。如何

让活动成功举办，每一位老师想破了脑
袋。有一次，余杭青少年宫举办一个“流
动少年宫送偏远学校”的活动，得到消
息的葛巧芳立即和另外两名老师全程
跟踪学习。“我们学得十分仔细，记在笔
记本上，生怕漏掉一个细节。”葛巧芳
说。

据了解，一场“公益大帐篷”活动从
策划到活动开展，需要 1 个多月时间。
为了让更多的孩子参与进来，中心与学
校不断沟通，并根据不同群体、不同年
龄段孩子的要求、兴趣等，对项目进行
设计和调整。

举办一次“公益大帐篷”活动，仅有
青少年活动中心的老师是远远不够的。
志愿者的出现，为“公益大帐篷”完成了
一次又一次的快乐接力。

在实验小学教育集团城南校区举
办“公益大帐篷”活动的前一天，该校 8
名男老师集中在青少年活动中心，先熟
悉和学习操作各种器材。将器材设备运
回学校后，校长杨秀聪和学校其他老师
在放学后加班，一直在操场上忙活到晚
上10点多。“将项目借鉴过来，融入日常
教学中去，这才是‘公益大帐篷’开展的
真正意义。”杨秀聪说。

从城区到乡镇，从广场到民工子弟
学校，中心的老师和志愿者们走过了一
站又一站，把快乐种进孩子们心间。宁海
县青少年活动中心主任朱渊文告诉记
者，今年，中心将以县少工委的名义，
让学校根据需要进行自主申报“公益大
帐篷”活动，中心根据年度计划进行合
理安排。“我们将和更多的乡镇、社
区、学校建立紧密关系，通过双向互
动、共享资源，为青少年朋友送去更多
的知识，为他们插上梦想的翅膀。”

公益大帐篷：
为孩子插上梦想的翅膀

“善意溪流”汇成“爱心海
洋”，“暖心盆景”化作“道德风
景”，这是海曙历届党委政府不
断完善体系建设、强化制度保
障，厚培爱心沃土的结果。

近年来，海曙区已形成了
较为完善的社区（村）、镇（乡）
街道、区县（市）共三级身边好
人推荐评选机制，每两月一次
推荐“海曙好人”，每两年一次
评选“道德模范”，通过基层推
荐、资格审查、群众网上投票、
专家评委会审核、公布表彰等
程序，让广大群众在参与的过
程中受到教育，最大限度地提
升“道德模范与身边好人”评选
活动的吸引力、感召力，实现了

从“群众评”到“评群众”的转
变；密织全区慈善组织网络，依
托各部门、相关单位、各镇（乡）
街道，基本形成区级慈善总会、
镇（乡）街 道 慈 善 分 会 、社 区

（村）慈善工作站三级一体的组
织架构，为善行保驾护航。

搭平台构筑爱心地标。承
载公益梦想的海曙汇集各方爱
心力量，“善集”开街，使之成为
海曙依托社会组织，提供个性
化公共服务的枢纽和平台，成
为各类公益资源的有效汇聚
地、社会公众参与的鲜活实践
地和基层社会治理的稳固根据
地；全市首个以爱心为主题的
大型公园亮相海曙，更让每一

个参观者感受善行绵延。
有形高地渐成规模，“云端

善集”日益集聚。2015 年起，海
曙顺应“互联网＋”趋势，建起
志愿服务热线、志愿服务网站、
志愿服务平台、志愿服务微信
群，改进志愿服务工作委员会，
推出志愿服务岗位化，实现志
愿服务的精细化和精准化，在
让“志愿服务定制化”成为可能
的同时，也让爱心公益顺着网
络的“脉动”传得更远。

“呵护爱心善举，传扬点滴
故事，熏染道德风尚，使得大爱
之心汇聚海曙，爱心力量连绵
不绝。”海曙区文明办负责人表
示。

■厚培爱心沃土

记者 余建文 通讯员 赵帅

新年伊始，奉化莼湖镇马夹岙村迎
来一个大喜讯：镇政府与深圳市前海中
基银杉控股有限公司正式签订框架协
议，项目总投资约 5 亿元，打造全国独
一无二的雕刻文化特色小镇。

马夹岙靠近甬临线，是莼湖镇最西
端的一个村庄。是什么样的魅力，让这个
千余人的村庄吸引来如此大手笔的投
资？日前，记者走进马夹岙，一探究竟。

千年古村 名人后裔

顺着长长的街巷，走到村中心，眼
前豁然开朗：村庄坐北朝南，位于一条
山谷之中，村前是一大片田野，花红柳
绿。两条小溪潺潺流过，汇入锦溪，最后
流入象山港。

村委会主任马平芳介绍，村中九成
村民姓马。据《马氏宗谱》记载，祖先源
自山东青州，北宋初年为避战乱，南迁
至嵊州，后再迁至奉化山隍岭下，至今
已传至四十世，跨越 800 多年。因村庄
附近有马浦山、马鞍山，故名马夹岙。

村中最有名的建筑是伏波庙，是为
纪念东汉开国功臣马援将军而建。伏波
庙始建于明代初年。现在的伏波庙建于
清代嘉庆年间，庙中的戏台藻井历经
200年沧桑，保存完好，装饰华美，庙前
山门是新修的，现为奉化区级文保点。

“玉勒青岩超陇亩，金羁碧岫望江
城。”马夹岙村森林覆盖率达到60%，青
山流水，环境优美。夕阳下，炊烟袅袅，
田园气息令人心旷神怡。

前几年，高铁从村中架空而过。村
里与铁路部门协商，对高架桥下空间进
行改造利用，建起了 3000 多平方米的

体育公园。马主任说，场地规划、设施建
设等都由村民动手完成，前后花了 100
多万元，成为桥下改造的样本。每逢周
末，村民在公园休闲、健身，“村里打牌
打麻将的少了，运动锻炼的多了，矛盾
也少了。”

雕刻文化 独树一帜

而最令马夹岙人自豪的是村里的
雕刻手艺，“走出去的木雕高手有二三
十人，在浙江独一无二。”马主任说。

上世纪 70 年代，村民马国盛在外
拜师，后回乡办起了雕刻厂。1982年，他
为保国寺雕刻了一顶万工轿，因设计考
究、雕刻精湛，名扬全国。北京故宫、上海
居士林、山西五台山、青海塔尔寺等古刹
寺庙，都曾邀请他去修缮佛像、雕刻浮梁。

马国盛先后授徒 20 多人，好几个
徒弟出师开了雕刻厂，由此形成马夹岙
的雕刻产业，以浮雕木质佛像及佛案等
为主，产品销往青海、西藏等地。马主任
说，村中匠人特别多，除了木雕，还有做
建筑、油漆等各种手艺活的。

如今的伏波庙布置有雕刻文化展
览，陈列着 30多件精美的铜雕、木雕作
品，向游客免费开放。气势不凡的庙门
也是村里的能工巧匠修建的。今后，这
里将打造一个雕刻文化博物馆。

据悉，在共建单位的牵线下，深圳
投资方从去年下半年起多次到村里考
察，决定以商业联合体形式，组团开发
这个位于奉化“南大门”的雕刻文化特
色小镇。目前，项目已进入前期规划设
计阶段，以雕刻文化为核心，主打康养、
休闲和文化旅游，配套雕刻产业园区和
民宿等，将马夹岙打造成古道上的一颗
璀璨明珠。

莼湖马夹岙村:
打造雕刻文化新名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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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曙：温暖“善土”育爱心

古林87岁高龄的

姜善庭老人，坚持每

月从1200多元的农保

收入中省出 800 元 ，

扶贫助困十余年；高

桥企业家张月华，退

伍不褪色，见义勇为

伸援手，19年间救起

11条生命；西门个体

经营户林展斌，高速

上遇前车侧翻起火，

危急时刻救出车内一

家 七 口 …… 日 前 ，

“大爱海曙，德耀盛

世”第四届海曙区道

德 模 范 颁 奖 典 礼 举

行，来自基层的23位

道德模范 （提名以及

特别奖） 的爱心善举

让现场涌动着阵阵暖

流。

如今的海曙区是

一 片 爱 心 涌 动 的 热

土，“社区偶像”“美

德 人 物 ”“ 道 德 模

范”不断涌现，崇德

向善、见贤思齐新风

劲吹，这股温暖人心

的力量背后，是海曙

全力培养向善力量的

结果。近年来，海曙

区已形成较为完善的

社 区 （ 村 ）、 镇

（乡） 街 道 、 区 县

（市） 共三级身边好

人推荐评选机制，以

1300余万元公益资金

孵化扶持 900 多个公

益项目，“道德模范

宣传一条街”、爱心

公园的建成更为城市

增添了温暖地标，善

之风气逐渐绵延，擦

亮着爱心宁波的温暖

底色。

记 者 陈朝霞
海曙区委报道组

续大治 孙 勇

从机关到社区，从城市到
乡村，爱心善举已成为海曙市
民的生活方式。倾力帮扶、隐
名捐款、文明尚德，在海曙蔚
然成风。

10 年前，81890 搭建了光
明俱乐部，一家专为视力障碍
者开设的特殊电影院在海曙诞
生。一间会议室、一台放映
机、一位讲解员、一批看护
者，让视障者“看”上了电影。
10 年间，电影院扩充成网吧、
图书馆等，成为名副其实的

“俱乐部”，服务视障者上万人
次。“81890光明俱乐部”已成
为视障者共同的家园。

9 年前，在月湖街道，80
后城管中队协管员芦杰每月 20
号为片区老年居民理发，至今
已义务服务 3000 多次，成为街
道最温馨的一幕。如今，海曙区
城管义工队伍增至 5890 人，单
位会员（团队）达到 242 家，身
体力行，组织开展义务服务、

公益活动等。“一人为善，人
人向善。这样的传承让人特别
激动。”芦杰动情地表示。

5 年前，海曙区文明办联
合在铁路宁波站综管办成立

“ 蓝 精 灵 ” 志 愿 服 务 队 ， 从
此，无论严寒还是酷暑，这些
身着统一蓝色服装的志愿者，
在铁路宁波站区域“一天三
班”轮流，实现12小时无缝衔
接，为旅客指路导航。“能让
南来北往的旅客感受着宁波的
温馨，我们很开心。”志愿者
这样表达着他们的心声。

4 年前，在鼓楼街道，爱
心人士、企业众筹开办了请 70
周岁以上老人喝粥的“百岁粥
坊”，文昌社区志愿者周惠英
和居民志愿队员，自从“粥
坊”成立那天起，天天起早买
食材、备早点，台风天还义务
上门给被困家中的高龄独居老
人送粥。一碗碗热心粥，赢得
了邻里口碑，“这粥，只要大

伙喝得心里热乎，我就觉得
值。”周惠英如是说。

……
这样的爱心善举在海曙举

不胜举，截至2018年，海曙区
涌现出20多年如一日照顾亡友
家人的农村妇女方亚儿等省级

“道德模范”2名；辞掉公司领
导职务照料因车祸瘫痪的妻子
25年的好丈夫陈爱国、把救援
当作事业的宁波四明应急户外
救援队队长全纪丙等 5 名“中
国好人”；35 年爱心接力照顾
残疾老人蒋玉燕的海曙消防大
队、35年带着病妻上班的最美
丈夫余训华，荣获“全国百名
优秀女村官”称号的集士港镇
岳童村党支部书记汪莉萍等

“浙江好人”8名；心系群众的
社区书记陈赛花、勇擒持刀歹
徒身负重伤的警官段晓鹏、坚
持诚信经营的宁波四明大药房
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王建华等

“宁波好人”55名。

■爱心蔚然成风

道德模范正在观看颁奖典礼。 （沙燚杉 摄）

图为第四届海曙区道德模范颁奖典礼现场。 （沙燚杉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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