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通讯员 张 立 史 媛
记 者 陈朝霞

眼下，桃子正当季。在海曙区
章水镇郑家村韬盛农场，连成片的
白桃园里大桃挂满枝头，桃农郑幸
朝忙忙碌碌，驱车而来的采购商络
绎不绝。

农场里的白桃都是日本引进品
种，口感、甜度、品相上要优于一
般桃子。“我们的白桃面积有 45
亩，约 2000 株桃树，每株桃树可
结果约 25 公斤。”郑幸朝告诉笔
者，早在 10 年前就引种了白桃，
但之前一直失败，近几年才突破种
植技术壁垒。今年最早一批白桃在
7 月初已经开摘，而 7 月中下旬是
最佳上市时间。

说着，老郑随手摘了一个白
桃，个头极大的白桃顶部一片红，
品相格外好。“看着好，吃着更
好。”郑幸朝说，为了种出这一只
好桃，背后付出了许多汗水。

种下白桃的第一年，为了确保

产出，老郑特地从奉化请来了 4位
种桃师傅。原以为能种水蜜桃的师
傅也能迅速上手种白桃，但老郑想
错了。“连着三年颗粒无收，当时
真的愁啊。”他回忆说，白桃种植其
实有别于水蜜桃，特别是修枝和疏
果两个环节。修枝过程中，不能随
意剪掉枝条，一旦剪错，就会造成
桃子长不大；疏果也是如此，一定
要在桃核变硬时才能进行，早了会
导致桃子全掉光，晚了则桃子长不
好。“种白桃太有技术含量了，一步
错就损失惨重。”老郑说，哪怕如今
掌握了技术，桃树的损耗率依旧偏
高，有近三分之一的桃子要损耗。

为了种出好桃，郑幸朝想了不
少办法。除了每年请专业人士来指
导帮扶外，他还特地养了一批土
蜂。“我们发现，如果桃树开花时，
授粉不顺利，最后会影响桃子的品
相，品相不好肯定卖不出高价。”老
郑说，养一批土蜂好比雇了一批劳
力，而且效果非常好。在一路摸爬滚
打中，郑幸朝还创设了独有的施肥

法，什么时候施，施什么肥全有讲
究。

如今，农场的新品白桃已经成
熟上市，主要供应给本市农贸市场
或超市，让市民尝鲜。“这种白桃
在市场上非常畅销，今年更是赛过
水蜜桃，赢得了不少奉化客商的青
睐。”郑幸朝自豪地说，桃子品质
如何，市场最有发言权。说话间，
又一个采购商的电话响起。

在老郑心里，种好桃子，要靠技
术靠管理，也要靠山靠
水。“我们这片桃园
地处山坳，台风吹
不到，大雨淋不
到，而且土质
水 源 也 好 。”
老 郑 对 眼 前

的这片“风水宝地”很满意。
如今，韬盛农场的白桃凭着好

口碑，销路越来越宽。不仅各地的
采购商亲自来取桃，还通过电商和
快递卖到更多市民手中。“品相好

的白桃一个就有七八两重，可以卖
到 40 元，去年整个桃园的销售额
约 50万元。”郑幸朝说，好桃不怕
贵，当天包装好的礼品盒大桃当天
就抢光。尝到了卖桃的“甜头”，
老郑对今后种好白桃更有信心。

郑幸朝：引种白桃新品尝甜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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鄞州区瞻岐镇是个颇具江南特
色的小镇，弯弯绕绕的弄堂有 416
条。为给这些弄堂配备“管家”，
该镇从党员、热心村民中选拔出
390 名“里弄长”，负责弄堂的环
境保洁、乡风文明、邻里互助等工
作。

“里弄长”制度是去年年底推
出的。经过半年多实践，该镇已经
形成了一套完整的“里弄长”工作
制度，形成了“一弄一策”精细化
管理机制，从而助推小城镇环境综
合整治再提升。

周念祖负责沙龙东段里弄。自
担任“里弄长”以来，他一心扑在
了这方小天地的卫生保洁和交通秩
序维持上。“坐在家里等，是管不
好的”，周念祖主动出击。只要有
时间，他便出门巡逻。杂物、垃
圾、积水……巡逻中，看到有问题
存在，凡是能当场解决的，他就顺
手做好了。一时解决不了的，他牢
记于心，找村干部商量。

随着生活条件的改善，农村家
家户户拥有了汽车，因此里弄常常
出现乱停车和堵车现象，这成了周
念祖关心的“大事”之一。每逢节
假日，村里车流量较大时，周念祖
就来到路边当起义务交通管理员，
指挥一辆辆车尽量靠边停放，规范
停车，引导来往车辆互相让行。在
他的努力下，周边交通秩序明显改
善。后来，在周念祖的推动下，村
里启动了“划设停车位”里弄微项
目，在弄堂规划了20多个停车位。

在岐下洋村推选“里弄长”的
过程中，年过七旬的谢嘉良和谢佳
时兄弟俩受到了村民们的推崇。两
位老人不负众望，以组团的形式成
为上三文的“里弄长”。俗话说

“上阵父子兵，打虎亲兄弟”，谢嘉
良和谢佳时在开展里弄各项工作
时，配合十分默契。上三文里弄原
来卫生状况较差，兄弟俩带头清理
弄堂里堆放的杂物和张贴的“牛皮
癣”，且坚决做到杂物、“牛皮癣”
不过夜。今年5月24日，谢嘉良打
电话让儿子把弄堂里的一堆砖搬
走，可傍晚儿子下班后由于临时有
事，没办法赶来清运。此时，谢嘉
良等不住了，他立即联系了谢佳
时，兄弟俩一起行动，借着微弱的
路灯光，轻手轻脚地当起了搬砖
工。但搬砖声还是惊动了户主，户
主开门一看，墙边的砖已全部清
理，而此时已近半夜12时。

“里弄长”制度的实施，不仅
让瞻岐镇 416条弄堂的环境显著改
善，还使这里成了村民们茶余饭后
散步聊天的好去处。位于唐家村东
边的唐家东“槽碾埂”，由 3 条直
弄组成。这里环境脏乱差，到处是
令人作呕的狗屎。为此，“里弄
长”们对养狗住户进行了统计，并
主动上门沟通，要求他们对狗进行
圈养。同时，要求村里保洁员对里
弄进行一天两次打扫，其余时间，

“里弄长”们则号召志愿者不定时
对里弄进行杂物清理和环境整治。
如今，在“里弄长”们的努力下，

“槽碾埂”的垃圾被清理干净了，
补种了红枫、水杉、香樟，面貌焕
然一新。每天傍晚，村民们聚集在
这里，家长里短、村民说事……村
干部也常常参与其中，这样一来，
打开天窗说亮话，矛盾迅速解决
了，邻里关系更和谐了。

瞻岐：
416条弄堂
有了“里弄长”

记者 黄 程

据了解，三七市镇三七市村是省
“春泥计划”实施先进村和宁波市未成
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先进村，每年暑
假，该村二年级至五年级的小学生纷纷
来到村落文化宫，参加为期 5周的春泥
班，今年已经是第十期了。

“刚开始这个班是免费为本村村民
办的，村里提供场地，安排管理人员和
老师，到第二年、第三年就向新余姚人
和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开放，现在是本地
外地各占一半。”春泥班管理员说，报
名情况很火爆，一个小时内全部报满。

今年 69 岁的李莲敏，退休前是三
七市镇中心小学的教师，教龄 30 多
年。2011 年，她加入三七市村暑期班
校外辅导员队伍。由于在校时长期担任
班主任，因此，设计活动主题、组织学
生参与，她“驾轻就熟”。

每年暑期班开班前几天，她都会早
早来到村落文化宫，与村干部和管理员
一起策划暑期班主题，商定活动内容。
李莲敏顾不上照料外孙女，每星期三
天，雷打不动地早早来到文化宫，组织
学生排练节目。

这么多年下来，已经做过童心向
党、中华诗词、抗战胜利 70 周年、五
水共治等主题。今年暑期，她根据祖国
70 华诞的主题，编排了三句半、诗朗
诵等节目，悉心指导学生练习。“我主要
负责综合教学，安排了音乐、美术、剪
纸、法律普及等课程，写字、作业辅导由
校内辅导员负责。”李莲敏说，结业式上
孩子们要做汇报表演，年年获得学生和
家长的好评。

去年，镇里另外两个村——胜利村
和幸福村也办起了春泥班，李莲敏来回
奔波更加忙碌了。“孩子是祖国的未
来，我很喜欢这些孩子，能为他们做点
事，我很高兴。”李莲敏说，她获得过
假日学校先进工作者、宁波市最美五老
志愿者等荣誉，但是最让她开心的一件
事是之前在暑期班带过的孩子，考上大
学后回到这里当了志愿者。“我年轻时
插队下乡，现在身体还很硬朗，只要孩
子们需要我，我会一直坚持下去。”李
莲敏笑着说。

今年 66 岁的三七市村民董大爷，
孙子 10 岁，今年第一次参加春泥班，

“10岁是年龄门槛，一达标我就把孙子
送过来了，培训班太贵了，这个班是多
年的牌子，我们都放心。”老家在安徽
的新余姚人戎女士，有一个 11 岁的女
儿，今年终于抢到了一个名额，“在这
里孩子有伴，安全，还能学到很多知
识，明年我们还要继续参加。”

村里有好去处，企业里也有小乐
园。“大家好，我来自贵州，以前的暑

假我都是一个人待着……”“大家好，
我来自安徽，本来爸爸妈妈给我买了个
平板电脑，让我在宿舍里玩，来到这里
我很高兴。”

在杭州湾新区企业兴业盛泰集团有
限公司的暑期爱心托管班开班仪式上，
集团的员工子女们在老师的鼓励下，分
享了自己原先的暑期生活计划。“这样
的分享，能让孩子们对暑假该做什么，
有个更好的认识，也能够让他们尽快地
适应我们暑期班的生活。”庵东镇东一
小学校长钟恒炳说，暑期爱心托管班里
孩子们换了一茬又一茬，但是来自东一
小学的爱心志愿老师的这份爱心一直没
有中断过。

为了让这群孩子能够适应并且喜欢
上这里，来自庵东镇东一小学的爱心志
愿老师除了给孩子们专业的作业辅导以
外，还为他们开设了手工、书法、趣味
英语、音乐等课程，让孩子们在暑假里
获得不一样的知识。

“刚开始我都不愿意来，在家看光
头强就能过一天，但是来了之后，发现
这里的老师非常有耐心，这里有许多我
没有接触过的东西，比如说软笔书法、
手工制作等等，这里能让我度过一个欢
乐的暑假。”古贵誉同学兴奋地说。

“娃娃们待得住、有人管，还有东
西学，这是多好的事情啊，厂里给我们
的孩子创造了这样的条件，我们拥护得
很，干活也更带劲了，人不都是将心比
心，讲感恩嘛。”把孩子送进托管班，
职工老徐终于舒了一口气，不用边干活
边担心孩子暑假的生活问题了。

兴 业 盛 泰 的 职 工 子 女 托 管 班 自
2014年开始，已经成功举办5期，接收
员工子女280人次，每期40天时间，为
全天式托管班，今年第 6期共有来自全
国各地的孩子近百名。为给职工子女营
造良好的学习、生活氛围，公司安排专
用场地，配备标准的课桌、椅子、投影
仪、电视、电脑等教学设备，以及空
调、电扇等设施，并邀请当地优秀的老
师作为托管班专职教师，同时完善各项
管理制度，做好职工子女后勤保障服
务，真正解决了职工的后顾之忧，得到
了职工的认可和好评。

今年 3月，兴业盛泰集团有限公司
职工子女托管班喜获“全国爱心托管
班”称号。企业因此获得全国总工会
3.5 万元资金补助，成为宁波市首家、
浙江省第五家获得全国总工会子女爱心
托管班资金补助的单位。

据兴业盛泰公司有关负责人介绍，
公司每年投入暑期班 10 万元左右，包
括课程材料费、午餐费以及教师、保育
人员工资等，“资金补助是小事，国家
级荣誉是对我们工作的认可，也是继续
办好暑期班、更好呵护小候鸟的动力。”

记 者 厉晓杭
通讯员 支倩君

“15×8，先算个位，再
算……”13 岁的苗族女孩
张宁茜正在为“56小花”欢
乐吧低年级的小朋友辅导
功课，现在的她可是两个
孩子的“小老师”。近日，北
仑小港街道谢墅社区假日
学校开展了“‘小候鸟’手
牵手，互学同进步”互助小
组结对活动，孩子们在学
习中互帮互助，既提高了
学习效率，也建立了深厚
的友谊。

每逢暑假，在谢墅社
区的假日学校内，都有一
群来自各个民族的“小候
鸟”在这里体验各种生动
有趣的互动教学课程。

谢 墅 社 区 现 有 人 口
2.5 万余人，其中有少数
民族未成年人 150 余人，
包括土家族、苗族、布依
族等 24 个少数民族。在
当地，这些孩子被大家亲
切地称为“民族小花”。
如何让少数民族孩子更好
地了解、融入第二故乡，
是做好民族工作的一个重
要课题。

张 宁 茜 原 本 性 格 内
向，惧怕交往，自从参加
谢墅社区开设的“56 小
花”欢乐吧后，在老师的
鼓励下，她变得活泼开
朗，甚至主动结对辅导低
年级小朋友。她说：“我
在‘欢乐吧’学到很多知
识和才艺，每年暑期还能
去假日学校，认识许多新
朋友。”

“看，‘老虎’的眼睛
还会动”“奶奶，这鞋子
做什么用的呀，我都没见
过……”来自土家族的女
孩吕新瑶拿着半成品虎头
鞋向“虎头鞋达人”沈翠
珠请教。上周，在谢墅社
区民族融合馆内，小港新
建村村民沈翠珠为孩子们
带来了充满独特文化魅力
的非遗手工展示及教学活
动。

鞋面上老虎炯炯有神
的吊角眼、俏皮可爱的虎

须，一下子激起了孩子们
的 兴 趣 。“ 小 毛 头 满 月
时，给他们穿上虎头鞋，
就可以避邪保平安……”
沈翠珠一边现场示范如何
缝制虎头鞋，一边介绍着
虎头鞋。有趣的课程，受
到了“小候鸟”们的欢
迎。

“ 为 了 丰 富 ‘ 小 候
鸟’暑期假日活动内容，
让他们能够体验不同的文
化特色，社区利用多个教
育阵地开展民族特色假日
学校活动，通过教授青少
年手工技艺，如虎头鞋、
宫灯、香袋、十字绣等特
色工艺品制作，并将成品
进行爱心义卖、展示展
览，让少数民族孩子在动
手动脑的同时，走上公益
的道路。”谢墅社区党支
部书记宋颖介绍。

与此同时，谢墅社区
积极汇聚区域村、民营企
业和学校三方力量，争取
社区共建单位的支持，整
合资源，推动建立“民族
小花”农业体验基地、青
少年环保节水教育基地等
5 个教育实践基地，加强
社区假日学校的师资力
量，把假日学校从社区教
学点延伸到辖区两个条件
较好的村教学点，扩大假
日学校的服务网络。

土家族男孩蔡文昊的
妈妈曾多次向社区反馈，
孩子从假日学校回来后变
乖了不少。“我儿子不再
调皮捣蛋，会帮助大人做
家务，更加懂事，还主动
结对辅导低年级小朋友，
进步特别大。”

像这样的例子在假日
学校里很多。这群来自五
湖四海的“民族小花”在
小港当地学唱本土越剧、
学做非遗虎头鞋，和本地
孩子一起跳苗族竹竿舞、
土家族摆手舞，共同参加
各种社区互动课，感受乡
野田间的新奇。

“我和同学们一起学
习、一起分享、一起成
长，北仑就是我最美的第
二故乡。”张宁茜说。

让“民族小花”
拥抱多彩假期

郑幸朝和
他 引 种 的 白
桃。

（张立 陈
朝霞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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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港新建村村民沈翠珠教孩子们缝制虎头鞋。
（支倩君 厉晓杭 摄）

“10年前 ，
三七市，爱儿
童，开设三七
春泥班；看今
朝，村民孩子
欢乐多，活动
丰 富 又 精 彩
……”上周五
上午，记者来
到余姚市三七
市镇三七市村
村落文化宫，
近50名孩子正
在李莲敏老师
的指导下排练
班级主题歌。

“歌词是李老
师根据今年的
主题自己创作
填写的，每年
都不一样，用
筷子伴奏，也
是 自 创 的 。”
三七市村春泥
班管理员说。

兴业盛泰爱心托管班书法课。

三七市村春泥班孩子们在李莲敏老师指导下排练歌曲。 （黄程 摄）

整洁的弄堂。
（童诗涵 王博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