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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陈朝霞 通讯员
励彤 沙燚杉） 配备灭火器、安装
独立烟感报警器、防盗窗设置逃生
出口⋯⋯这两天，海曙区月湖街道
首批 15 间验收合格的“出租屋样
板房”亮相，引来不少居民围观，
大家纷纷前来拍照记录整改标准。

据 悉 ， 月 湖 街 道 有 出 租 屋
3000 余 户 、 流 动 人 口 5000 余 人 。

“出租屋安全问题复杂，人员流动
性大，一直是文明城市创建中的整
治难点。”月湖街道安监所负责人
表示，经过前期调研，月湖街道安
监所选择了流动人口较多的县学街
打造样板房，以“解剖麻雀”的方
式积极探索出租屋源头管理新模
式，督促其他租户加强整改，助力
文明城市创建。

记者走进位于月湖街道县学街

74 弄 8 号 708 室 的 “ 出 租 屋 样 板
房”，看到不大的房间全部按照出
租屋统一规范标准进行改造，不同
于以往市民对于出租屋的印象，房
间内干净整洁。样板房不仅居住人
数符合标准，房间内还配备有 3 公
斤灭火器，房顶安装独立烟感报警
器，每个防盗窗均设有逃生出口，
家中租户文明养犬，自觉做好了垃
圾分类。“我们还在部分租户中推
广购买房屋安全商业保险，通过引
进保险机制，强化风险保障。”月
湖街道安监所负责人说。

“以前也知道租住的房间安全
不合规，忧心忡忡却又不知道要怎
么改，从哪里改，今天来这里样板
房瞧瞧，一下子就有了概念。”来
现场参观的张阿姨连连为样板房的
推出点赞。

海曙月湖街道
首批“出租屋样板房”亮相

本报讯（记者余建文 通讯员
徐华良 毛龙飞） 昨天上午，20
多名宁波游客走进奉化西坞街道乐
野生态农场，在果园里采摘黄澄澄
的黄油蟠桃。场长童建军高兴地
说，前两天杭州一家客商以每箱
400 元的价格下单订购了 20 箱黄油
蟠桃，每箱 12 只，“这一只桃子就
能卖 33 元呢！”。

奉化不仅以水蜜桃出名，种
植蟠桃的历史也很悠久，并培育
出“玉露蟠桃”品种。但因为蟠
桃种植难度大，亩产量和成品率
低，农户多为自种自吃，上市量很
少。

蟠桃颜值高、味道好，市场前
景广阔。2017 年，童建军在西坞
街道的桃花岭等地承包了 600 亩土
地，主攻水蜜桃和油蟠桃选育，并
从郑州、南京的科研机构引种了黄
金油蟠、白肉油蟠、黄肉油蟠等
10 余个新品种，经过 3 年艰苦选
育，今年迎来了首个丰收年。

在乐野生态农场里，金黄色、
白色的油蟠桃挂满了枝头，不仅色
泽漂亮、个头匀称，且口感佳。童
建军说，黄油蟠桃是黄桃、油桃和
蟠桃三种果子杂交培育的新品，甜

度高的可达 19 度，远超水蜜桃，
是目前市面上最甜的桃子。上市没
几天就已销售 130 多箱，每公斤售
价上百元，还是供不应求。

今年，童建军又出资近 80 万
元，从郑州果树研究所等引进迷你
珍珠 0 号、中油蟠 11 号、中油蟠
13 号等新品种。“我想把选育出的
好品种推广出去，带动更多农户种
植，为奉化的桃产业发展贡献一分
力量。”童建军信心满满地说。

奉化果农引种黄油蟠桃成功
一只蟠桃能卖33元

果农在采摘黄油蟠桃。
（余建文 摄）

本报讯（记者徐能 通讯员张
昊桦 史媛） 这几天，在海拔 700
多米的海曙章水杖锡村，当地特色
土豆品种花旗洋芋艿迎来了收获
季。农户沈永福手持锄头熟练地从
田 间 刨 出 花 旗 洋 芋 艿 扔 入 筐 中 。

“这种花旗洋芋艿淀粉含量要高于
普通的土豆，而且口感香糯，很有
韧性，产出后基本被农家乐订走
了，虽然价格是普通土豆的几倍，
但还是供不应求。”沈永福说。

据悉，花旗洋芋艿也叫杖锡花
旗土豆，在章水有上百年的种植历
史。因该土豆表面呈沙皮状，有明
显的颗粒感，犹如花旗参的“皮
肤”，当地群众习惯将其称为“花
旗洋芋艿”。

“这种洋芋艿很难伺候，不能
施化肥，一定要用有机肥料，也不
能在平原地区种植，如果气温超过
28℃就会停止生长，而且对土壤要
求 极 高 ， 只 有 在 高 山 村 才 能 种
植。”杖锡村相关负责人介绍，目
前，杖锡、李家坑等高山村都已有
了自己的花旗洋芋艿品牌，相关产
品也通过了绿色无污染认证。

在村民鲁阿姨家中，她告诉记
者，笋麸干菜烤芋艿是当地的一道
特色家常菜，将笋麸干菜与花旗洋
芋艿一起烧制，融入味道，盖锅焖
煮 1 小时后便可出锅。烧制的花旗
洋芋艿最好选择出土后放置 15 天
的，因为洋芋艿水分自然挥发后，
表皮更加熟成，出锅后口感更加香
糯有韧性。

口感香糯的花旗洋芋艿上市了

俞亦平

据 6 月 13 日
《宁波日报》 民生

版报道，李惠利医院东部院区一楼
门诊大厅，一位 70 多岁的老伯左
手提着身上挂的引流袋，正蹒跚地
走着。忽然发现右脚的鞋带散了，
他正艰难地欲弯腰系鞋带，这时上
来一名小伙子，主动弯腰帮老伯系
上了鞋带。这张《小伙子，你弯腰
的一瞬间真美！》 的图片，既格外
夺目，又分外养眼。

小伙子弯腰搭把手的行为看似
寻常小事一桩，实则是宁波这座爱
心城市长年积淀下来的美德，是宁
波文明城市“五连冠”里万千浪花
中的一朵，是市民顺其自然的一种
流露而已。

现在，宁波创建全国文明城市
“六连冠”正如火如荼地进行中。
文明城市创建，各种高大上的硬核

举措是必须的，但像这名小伙子这
样“该搭把手时搭把手”的好心
人、热心人，同样一个也不能少。譬
如：看到有共享单车倒在了人行

（盲）道上，就把它扶起，推到白线框
的停车区域或边上停好；见到地上
有块散落的果皮或者一个烟蒂，就
把它捡起来，扔进附近的垃圾箱里；
有外地游客迷路了，就主动上前去
指点迷津，或带一段路，让他（她）领
略一下宁波人的热情，感悟甬城人
的友善；在路口等候信号灯，发现有
人欲闯红灯，不妨善意地向他提个
醒：别急，多等几秒又何妨！……

举手之劳，随手志愿；授人玫
瑰，手留余香。别人有困难时主动
去助一手、搭一把，小事一桩，文
明城市创建需要你我参与。唯有如
此，人间温馨方能倍增，城市文明
源有活水。

（欢迎投稿，来稿请发民生邮
箱1871684667@qq.com）

该搭把手时搭把手

本报讯（记者董小芳 通讯员
卢文静）“王阳明先生说：以仁礼
存心，以孝悌为本。希望你们能
时刻牢记仁礼，把孝悌作为做人
的根本⋯⋯”日前，余姚夏姓两
兄 弟 为 一 个 手 机 号 码 闹 上 法 庭 ，
法官的一席判词，让兄弟俩都低
头陷入了沉思。

十余年前，弟弟夏二将自己的
手机号码借给哥哥夏大。几年后，
出于“手机实名认证”的考虑，夏

大在没有征得弟弟同意的情况下，
将该手机号码实名认证到了自己名
下。弟弟知道此事后，心中不快，
屡次要求哥哥归还手机号码。兄弟
俩因此生了嫌隙。

今年 4 月 7 日，兄弟俩约定面
谈。没想到，一见面就发生了争
执，弟弟失手打了哥哥，哥哥扬言
要报警，弟弟便一把抢过手机摔了
个粉碎。派出所询问后，对弟弟处
以行政拘留。半个月后，哥哥向法

院起诉，请求法庭判令弟弟赔偿各
项损失 5000 余元。

法院经审理认为，公民的人
身、财产受法律保护，行为人因过
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
侵权责任。最终，根据原、被告
的过错程度及具体案情，法院判
令弟弟对哥哥的损失承担 70%的
赔偿责任，即赔偿哥哥各项损失
3000 多元。

末了，主审法官余国英在判词

中引用了阳明先生的“以仁礼存
心，以孝悌为本”，来告诫兄弟俩
莫为争胜负而忽视了亲情。

“作为规范社会行为的一道底
线 ， 法 院 判 决 书 不 仅 仅 在 于 说
理，更重要的是让当事人服判息
诉。引经据典，突出人性化，能够
拉近理性的判决书与当事人之间的
距离。”余国英说。

弟弟夏二拿着判决书看了很
久，最终全额支付了赔偿款。

兄弟俩为手机号码闹上法庭
法官在判词中引用阳明先生的话解心结

本报讯（记者陈敏 通讯员徐
晨燕）“陈生，我们科再来两筐。”

“好的，记下了，下午送到。”10
日一早，刚下班的陈生医生急急赶
往慈溪摘杨梅，一路上，不停有电
话要求加单买杨梅。

陈生是宁波市医疗中心李惠利
医院肾内科医生。让朋友们奇怪的
是，这几天他忽然在朋友圈里卖起
了杨梅，原来陈生是在帮腹透病人
胡阿姨卖杨梅。得知实情，朋友们
感动不已，纷纷捧场献爱心。一时
间，陈生的杨梅生意很是红火。

胡阿姨家住慈溪市横河镇，4
年前不幸被查出患有尿毒症，开始
到李惠利医院接受腹膜透析治疗。
病情稳住了，但腹透治疗需要长期
维持，每年 4 万元左右的医疗费让
这个家庭不堪重负。4 年来，胡阿
姨花光了家里的积蓄，还借了不少
钱，加上唯一的儿子患有精神疾病
歇业在家，全家的生活重担压在丈
夫 老 胡 身 上 。 老 胡 今 年 已 经 63
岁，平时靠打零工维持生计，而
200 多棵杨梅树就是全家主要的经
济来源。

6 月份，是杨梅成熟季。看着
一颗颗紫红色的杨梅挂在枝头，胡
阿姨一家满脸愁容，上市一个多星
期来，家里的杨梅还没销出去，胡

阿姨担心自己将没钱继续腹透治疗。
“阿姨别着急，办法总会有的，

我回去和科室商量一下。”陈生得知
情况后安慰她，回头就和科室主
任、同事们商量起了解决办法。

“现在朋友圈卖杨梅这么火，
我们也帮她卖些。”“还可以发动党
支部，看看医院职工有没有要买
的。”⋯⋯大伙儿你一言我一语地
支起了招。

当晚，陈生就在朋友圈发了
“广告”，还发给了医院里的其他支
部同事。没想到当晚就卖出了 30
来筐。他立即把这一消息告诉了胡
阿姨。“可是怎么把杨梅送到医院
呢？家里又没车。”高兴之余，胡
阿姨又犯起了愁。

“你们尽管摘杨梅，送杨梅的
事我们来解决。”让胡阿姨感动的
是，李惠利医院肾内科的医护人员
主动当起了搬运工，谁轮休了就由
谁开车去慈溪运杨梅。

当天正好轮到陈生休息，9 点
不到他就赶到了胡阿姨家的杨梅
山。“陈医生你来了呀！还有几筐
马上就好。”老胡一边忙着摘杨梅
一边跟陈生打招呼。陈生却拿上篮
子帮忙摘起了杨梅。

把杨梅运下山、搬上车，陈生
和老胡配合默契。忙完这一切，陈
生又来到家里，查看了胡阿姨的病
情，将腹透注意事项向她作了叮
嘱。

“真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们，
幸亏有你们帮忙。”说着说着，胡

阿姨感动得哭了起来。
其实，这不是陈生和他的同事

们第一次帮助胡阿姨，4年来，为保
障胡阿姨的治疗，陈生和同事们曾多
次给她上门送医送药；这也不是陈生
和他的同事们第一次帮病人吆喝卖土
特产，几年来，为帮助困难患者，他
们帮患者卖过土鸡、草莓等。

“我们这里的患者都需要长期
治疗，医疗花费不少，而且大部分
经济不宽裕。”陈生告诉记者，为
帮助家庭困难的腹透病人，3 年前
肾内科还特别成立了“腹透家”公
益组织，为一些困难患者上门送医
送药送服务，还尽全力为困难患者
解决经济问题。

医生吆喝卖杨梅 背后故事好感人

本报讯 （记者黄程 江北区
委 报 道 组 张落雁 通 讯 员 刘智
超） 近日，由于一户居民在易腐
垃圾中混入了其他垃圾，江北庄
桥街道童家村的垃圾分类督导员
方根裕在垃圾分类评分表上为该
户做了不合格的标记，这意味着
该户居民可能因此被扣除当年年
终分红 50 元。

去年 10 月，童家村在村民代
表 大 会 上 全 票 通 过 了 “ 升 级 版 ”
村规民约，新增“环境分红”机
制的实施细则，把享受股份制分
红 的 村 民 当 年 分 红 的 20% 作 为

“环境分红”，与垃圾分类、乱堆

乱放治理等工作直接挂钩。
“ 垃 圾 分 类 每 两 个 月 统 计 一

次，不合格的村民每次扣除 50 元
当 年 分 红 ， 一 年 下 来 就 是 300
元。”童家村党支部书记穆世勇介
绍 ，“ 环 境 分 红 ” 共 计 1400 元 ，
去年就有 3 户居民因为没有完成
好 垃 圾 分 类 被 扣 除 了 100 元 的

“环境分红”。如今童家村的垃圾
分类工作做得井井有条。

2018 年 7 月 ， 童 家 村 在 推 广
垃 圾 分 类 时 ， 遇 到 过 不 少 难 题 。

“ 从 一 开 始 我 们 就 抱 着 打 ‘ 持 久
战’的思想推进垃圾分类，只有
一步步把工作做稳，才能逐渐培

养起村民的垃圾分类意识。”穆世
勇坦言，童家村外来人口比本村
人口还要多，占到了全村人口的
三分之二，另外村里有很大一部
分老年人，把垃圾丢进村里大垃
圾桶里的习惯根深蒂固。因此在
最初，他们先叫村民将垃圾丢进
入户桶，作为引导他们进行垃圾
分类的前提。

童家村聘请了村民代表方根
裕夫妻担任垃圾分类督导员，入
户督导村民进行垃圾分类，并动员
党员村民代表一起上阵整治环境卫
生。在正面引导的同时，童家村建
立了“房东管房客”“环境分红”

等长效机制，以保障垃圾分类工作
的落实。穆世勇说，罚钱不是目
的，培养村民垃圾分类的意识才是
童家村的“终极目标”。

“很多 老 年 人 是 愿 意 做 好 垃
圾 分 类 的 ， 就 算 他 们 没 有 分
好 ， 我 们 也 不 会 扣 他 们 的 分
红 ， 多 教 几 次 就 会 了 嘛 。” 穆 世
勇 说 ， 包 括 其 他 村 民 也 一 样 ，
如 果 第 一 次 垃 圾 没 分 好 ， 在 村
里 的 督 导 下 第 二 次 分 好 了 ， 也
不会扣分红。如今，在全村上下
的共同努力下，童家村垃圾分类
评 分 不 及 格 的 家 庭 由 最 初 200 多
户减少到不足 10 户。

两个月统计一次 结果与年底分红挂钩

江北童家村专设“环境分红”推进垃圾分类

记 者 蒋炜宁
通讯员 郑 仙 杨 阳

机器轻微的轰鸣声、青草的香
味、杨梅入口的甘甜⋯⋯近日，北
仑区新碶小学校园农场传出一阵阵
欢笑声。原来，学校新购置了一批
新型农具，联合大队部正开展一场
别开生面的农具体验活动呢！

看到如此新型的农具，四五年级
的少先队员纷纷围上前来。体验活动
从自己动手组装农具开始，从没有接
触过工具类的他们能完成吗？虽然来
自不同班级，同学们却出乎意料地配
合默契，在科学老师的带领下，这个
拿图纸查看零部件摆放位置，那个有
条不紊地拿扳手拧紧螺丝⋯⋯不久，
一个小推车已具雏形。

师生们拿着安装好的这些新型
农具开始操练了。首先登场的是割
草机，学校垃圾回收站旁边的草地
因为无人打理，杂草丛生。割草机
开始工作，杂草被快速地一一除
去。刚开始孩子们还不熟练，后来
就完全可以轻松操控了。

接着登场的是具有强劲马力的
耕作机，它在泥里如履平地。在劳
动老师的指导下，少先队员们体验
了使用耕作机来耕地。

另一边，果实采摘神器在百果
园里正发挥着神奇的作用。原本高
处的杨梅无人采摘，每年都是熟透
掉落，浪费不少。今年有了果实采
摘神器，孩子们用神器巧妙地把一

个个果实装进小兜里。亲自采摘下
来的果实特别香甜，孩子们还把果
实分享给正在拍毕业照的哥哥姐姐
们，共同品尝劳动成果。

新碶小学校长刘振宇说，购买

新型农用设备，是为了让学生领略
现代化农业劳动的高效率。下一
步，学校将利用好这批现代化农
具，让更多的学生加入体验团，开
创劳动教育新方式。

学校来了新农具 校园农场欢乐多

师生们在使用新型农具。 （蒋炜宁 杨阳 摄）

“这个杨梅好，很甜，谢谢
你们。”近日，在象山县泗洲头镇
敬老院，老人们正在品尝新鲜上
市的本地杨梅。这几天，该镇灵
南片万亩杨梅林进入成熟期，紫

红色的杨梅挂满枝头，志愿者们
心系老人，特意前往基地采购送
到敬老院，让居住在此的 70 余位
老人尝尝鲜。

（徐能 张根苗 摄）

杨梅上市 老人集体尝鲜

杖锡村村民鲁阿姨正在烧制特
色家常菜“笋麸干菜烤芋艿”。

（徐能 张昊桦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