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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在宁波过大年

本报讯（记者沈孙晖 通讯
员王马飞 李洁） 回锅肉、酸菜
鱼、宫保鸡丁、毛血旺⋯⋯2 月
9 日晚，镇海蛟川街道“留镇驿
站”食堂内欢声笑语，热气腾腾
的年夜饭，为留镇过年的建筑工
人定格了温馨时刻。

“感谢政府不仅给我们安排
了住处，还让我们这个年过得如
此有意义，这顿年夜饭吃得非常
暖心。”四川籍工人刘佣仙乐呵
呵地说。

作为镇海工业重镇的蛟川街
道，正值“大拆迁、大提升、大
改造”的关键期，工地众多，外
来建筑工人云集。今年春节，不
少工人响应号召，留在镇海过
年。

“我们在做好疫情防控的基
础上，采取统一规划、重点布
局，于春节前在原四方小区闲置
土地上，建成集聚房小区——

‘留镇驿站’，让留在镇海的外来
建筑工人安心过年。”蛟川街道
相关负责人说。

据了解，“留镇驿站”总面
积 5000 多平方米，可同时容纳
2000 人入住。片区内配套设施
齐备，拥有居住区、办公区、医
务室、停车场、棋牌室、食堂等
7 个 功 能 区 ， 食 宿 娱 乐 “ 一 条
龙”服务，可满足住户大部分生
活 需 求 ， 目 前 已 有 200 多 人 入
住。

“有空调、有浴室，食堂春
节期间一日三餐供应，过年的生
活不用愁。”炼化工地的四川籍
泥水工李明高兴地说。

就地过年，在保障外来建筑
工人吃住不愁外，疫情防控也不

能松懈。
“春节期间，驿站实施严格管

理，入口处设立门岗，保安 24 小
时值班，对于进入车辆进行登记，
入住人员实行刷脸通行。食堂用餐
前，所有人员必须佩戴口罩，进行

测温、消毒。”蛟川街道相关负责
人介绍，目前驿站已开始准备过年
物资，除夕夜会安排工友包饺子、
看春晚，录制视频向家人报平安、
送祝福，让大家在镇海过一个特殊
又有意义的春节。

居住区、医务室、食堂等一应俱全

蛟川街道为建筑工人建“留镇驿站”

本报讯 （记 者林旻 通 讯
员徐华 方璐） 和家人一起观看
春节档电影，是不少人在春节假
期的娱乐选择。2 月 12 日正月初
一，《唐人街探案 3》 等 7 部大片
将同时上映。为了让大家感受到
更多留甬过年的温暖，我市多家
电影院推出系列电影惠民举措。

记者了解到，春节期间，市电
影有限责任公司旗下的宁波影都
连锁影院将开展“留甬不孤单”除
夕免费专场、“‘宁波汤圆’送给留
甬过年的你”等活动，为就地过年

的朋友提供免费观影及共享宁波
年味的活动。非宁波籍观众凭身
份证，2 月 11 日（大年三十）当天
至宁波影都连锁影院 7 店可享受

“留甬过年公益专场”免费观影
（可携家属一名，额满为止），同时
凭春节档影片预售凭证至购票影
城，更有限量“王升大汤圆”免费
领取（每人一袋，领完为止）。

2 月 16 日至 20 日 （正月初
五至初九），宁波影都请留甬新
宁波人免费看春节大片，将推出
留甬“影”新年公益专场，提供

500 个免费观影名额。观影时间为
每日上午 9:30，观影影院为宁波影
都东门口店和天伦店，非宁波籍观
众可拨打东门口店热线 87348102/
天伦店热线 27702828 参与免费观
影报名，报名时间截至今日 17:00。

除了宁波本土电影企业外，甬
城其他院线也纷纷推出相关惠民举
措，如博纳影城旗下 5 家影院开展

“留甬过年免费观影”活动，为非
宁波籍观众开展 《刺杀小说家》 专
场观影活动；万达影城将推出票价
系列优惠活动，最低仅需 19.9 元；

大地、耀莱、横店、时代、UME
等影城也在春节期间推出储值优惠
等活动。

值 得 一 提 的 是 ， 今 年 春 节 ，
宁波多地将开展“留甬过年 光
影 相 伴 ” 2021 年 春 节 电 影 进 农
村、进企业等多种形式的主题活
动。宁波市新农村数字电影院线
有限公司从电影数字节目中心平
台精选了 10 部影片，如 《夺冠》

《李慧娘》《捍战》 等，让更多优
秀国产影片走到农村群众、企业
留守员工身边。

留甬过年，光影相伴

我市多家电影院推出惠民观影活动

外来建筑工人在驿站食堂吃年夜饭。 （李洁 沈孙晖 摄）

本报讯 （记者孙吉晶 通讯
员朱从谷） 昨天上午，在余姚梁弄
镇横坎头村浙东抗日根据地旧址广
场，来自安徽阜阳的万先生跟老家
的母亲视频通话：“您孙子在学做
梁弄大糕呢⋯⋯你们放心，我们在
这里过年，都挺好！”

当天，梁弄镇联手共青团余姚
市委组织 40 多名非姚籍学生在横
坎头村举行“团聚红村过大年”活
动。在家长们的陪同下，孩子们参
观了新时代文明实践站、浙东区党
委 旧 址 ， 在 4D 影 院 “ 云 游 ” 余
姚，体验横坎头反击战射击游戏和
非物质文化遗产“梁弄大糕”制
作，并获赠新年礼物——“五彩梁

弄”吉祥娃娃。
在 4D 影 院 播 放 厅 ， 孩 子 们

分 批 进 入 观 看 短 视 频 《大 美 余
姚》，“ 云 游 ” 余 姚 。 巍 巍 四 明
山 、 滔 滔 姚 江 水 、 滴 翠 龙 泉 山 、
壮阔四明湖、斑斓红杉林、丹山
赤水、浙东小九寨⋯⋯孩子们被
栩栩如生的画面吸引，不时发出
惊叹声。

在梁弄大糕体验区，孩子们
在“传承大糕”店店主黄金军的
带 领 下 学 做 大 糕 ， 筛 粉 、 上 模 、
加馅料、印字、开蒸，做得有模
有样。“香，甜！”吃着自己做的
大糕，孩子们的脸上洋溢着满满
的成就感。

40多名非姚籍学生红村过大年

孩子们学习做大糕。 （孙吉晶 朱从谷 摄）

本报讯（记者王佳 通讯员梅
薇） 如今安稳的生活，是江北庄桥
街道联群村的谢奶奶之前不敢想
的。2019 年下半年，老人患上癌
症，医疗费已支出 7 万多元，向村
帮扶基金寻求帮助时，工作人员第
一时间进行回访核实，发现老人符
合重病单人户低保政策，主动为其
办理了低保。

“现在有失地农民养老保险，
又有社会救助托底保障，基本生活
不用愁。”在老人的收支本上，罗
列了 2020 年享受的低保金、物价
补贴、临时救助金和医疗救助金，
各类救助金合计有 1.8 万余元。

兜底保障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的底线制度安排，我市民政部门围

绕“兜准、兜牢、兜好”，切实做
好困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2020
年，我市向 8 万余名困难群众发放
各类救助资金 9.8 亿元，充分彰显
了“宁波温度”。

基本生活保障到位。根据低保
标准、特困供养标准的“年自然增
长动态调整机制”，2020 年我市分
别调整了全市特困供养对象基本生
活标准和全市最低生活保障标准。
调 整 后 的 低 保 标 准 人 均 每 月 937
元；最低一档年低保标准突破万元
大关，为 10104 元；调整后的特困
供 养 标 准 人 均 达 到 每 月 1663 元 ，
较 2019 年提高 7.1%。

物价补贴暖心到位。作为浙
江省唯一价格临时补贴与当地食

品 价 格 指 数 挂 钩 联 动 的 城 市 ，
2020 年我市 9 次启动价格临时补
贴机制，向全市困难群众发放价
格补贴 1.78 亿元，平均每人每月
标准为 180.1 元，为全国平均标准
60 元的 3 倍、省平均标准 90 元的
2 倍，价格临时补贴发放标准和发
放总金额位居全省第一、全国领
先。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我
市低保申请审核快，救助资金发
放快，临时救助落实快，在册对
象退出缓，确保困难群众基本生
活稳定。针对孤寡高龄老人、残
疾 人 、 困 境 儿 童 等 特 殊 困 难 群
体，市民政局提出“六个必访”，
加 强 关 爱 探 访 ， 筑 牢 安 全 底 线 。

同时，为减少疫情对困难群众基
本生活带来的影响，2020 年全市
为 1 月至 6 月在册低保对象按月增
发 一 次 性 疫 情 补 助 金 共 计 1587.7
万元，优先为困难群众发放口罩
30 万只。

针对群众突发性、紧迫性、灾
难性困难，我市及时开展急难救
助。2020 年，全市对城乡困难群
众实施临时救助 24261 人次，支出
救助资金 5846.3 万元，占全省临时
救助总金额的 31.5%；重大节日期
间开展慰问，向全市近 10 万户困
难对象发放一次性节日生活补助金
1.32 亿元。2020 年 12 月以来，全
市已向 3809 名困难群众发放御寒
物资 6564 件。

去年，我市向8万余名困难群众发放各类救助金9.8亿元

兜底保障彰显“宁波温度”

记 者 张 燕
黔西南日报记者 赵漫漫
通讯员 李志摇

我们再次来到贵州省黔西南州
普安县地瓜镇屯上村。半年多不
见，谭化爱长胖了点，她的丈夫抽
着烟，神情更悠闲了。“日子越过
越好啦！”两口子一边忙着家里日
常，一边为即将到来的新春做准
备。

让谭化爱最开心的是，今年两
个 在 外 地 打 工 的 儿 子 都 回 来 了 。

“这是全自动的洗衣机，新式的。”
谭化爱平时见生人不大爱说话，但
一说起这台洗衣机，就滔滔不绝，

因为这是大儿子回家时送给她的过
年礼物。而小儿子则为她带来了新
款羊绒大衣，昨天她试穿了一下，
特别暖和，“衣服还是毛领的哩”！

20 多年前，谭化爱的丈夫遇
到煤洞坍塌，被压断了一条腿。那
时候，两个孩子均不满 5 岁。2018
年春夏时节，宁波驻黔西南扶贫工
作队带来一个消息：浙江安吉县黄
杜村 20 名党员给习近平总书记写
信，汇报村里种植白茶致富的情
况，提出愿意捐赠茶苗帮助贫困地
区脱贫。经过宁波工作队牵线搭
桥 ， 600 万 株 白 茶 幼 苗 落 户 普 安
县，地瓜镇是最大的受益区域，这
里种植了 1500 亩茶苗。谭化爱将
家里的 9 亩薄地“腾”给政府，由
政府统一开荒、建设、管养茶园，
谭化爱则在茶园打工，有了稳定收
入。2019 年，两个儿子也外出务
工，丈夫养着两头牛，有时候也帮
茶园运点肥料。那年，他们用积蓄
把房子修葺了一下。

前几天，谭化爱和丈夫去了趟
镇里的集市，买来过年的菜、水
果，还有春联。谭化爱的丈夫刘礼
付说，家里还杀了头猪，一部分肉
腌起来风干，可以吃上好久呢。

一年多前盖起来的新房子，家
具还没买。谭化爱夫妇有个想法：等
娶儿媳时再买套全新的家具。“到
时，再来咱家玩哦！”刘礼付向记者
发出邀请，谭化爱在一旁笑了。

“我们的日子越来越红火”
——回访黔西南州脱贫户谭化爱

每逢佳节倍思亲。2020
年 6月，宁波日报与黔西南日
报、延边日报共同策划实施

“摆脱贫困 携手小康”联合
采访活动。三地融媒体记者组
成联合采访小组，与建档立卡
贫困户同吃同住同生产，开展
蹲点式采访，此后在报网端同
步推出大型融媒体报道。大半
年过去了，我们曾经造访过的
贫困户都已是脱贫户，他们的
日子过得怎么样？年货买了吗？
有什么新年愿望？连日来，记者
通过线下走访和视频连线，再
次倾听他们的脱贫故事。

甬黔延连连看

这里是宁波

编者按

说起大儿子送的洗衣机，谭化爱顿时变得很健谈。 （李志摇 摄）

通讯员 张琦琦 记者 黄合

春节将至，在北仑郭巨，家家
户户的窗户下、屋檐下，或多或少
会挂着几条鱼鲞。

靠海吃海。一盘鱼鲞，是其乐融
融的和美生活，是朴素真挚的美好
向往，更是山海郭巨的真实味道。

50 岁的贺群英将东海金鳗洗
净，抹上外峙海盐，一根根晾在特
制的杆子上。将新鲜的海味制作成
各类鱼鲞，不仅是贺群英一家的营
生方式，更是她津津乐道的拿手绝
活。

“ 制 作 鱼 鲞 最 重 要 的 就 是 材
料，做鳗筒一定要用肉质细腻的东
海金鳗，撒上外峙岛的野生海盐，

在西风里晾十几个小时⋯⋯”贺群
英说。

从开渔一直到农历新年，天气
晴好的西风天，是贺群英不能错过
的晒鲞佳期。新鲜的海鳗六分靠
晒、两分靠晾，八分的干度，恰到
好处。

漫长的晒鲞季，风带鱼、乌
贼、虾干、黄鱼、沙鳗，各类鱼鲞
轮番上阵，新鲜的海味、天然的海
盐、腥咸的海风，酝酿出郭巨鱼鲞
的独有味道。

各类手工晒制的鱼鲞，也是贺
群英海鲜铺子里最走俏的商品。慕
名而来的顾客在这里寻找自家食用
或馈赠分享的美味，更寻找一份老
底子的郭巨味道。

一年到头，一家人围坐在一
起，吃着热气腾腾的鱼鲞。那份在
口腔里弥漫开来的浓浓海味，是藏
在记忆深处的味道，也是腊月里最
幸福的时光。

年年有“鱼”
晒出来的郭巨年味儿

鱼鲞晾晒场景。 （张琦琦 黄合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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