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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余建文 通讯员
沈晓萍 宗发旺）“天寒地冻，孩
子的手冻疮生得厉害，却依旧刻苦
读书，令人感动！”这几天，奉化
很多爱心市民、企业捐款捐物，帮
助四川凉山州甘洛高山村的孩子温
暖过冬。

本月中旬，奉化区教育局与四
川省凉山州甘洛县海棠镇坪坝教学
点对接“云支教”事宜，教学点的孟

德山校长反映：坪坝村海拔 2200 多
米，眼下白天气温降到零下 7 度。因
为学校没有取暖设备，很多学生的
耳朵、手上长出了冻疮。“能不能给
教室装个空调，让孩子们不挨冻？”

据悉，海棠镇坪坝教学点是周
边四个村唯一的学校，共有学生
114 名，都是寄宿生，一周回一趟
家。孩子们上学、回家都靠走路，
家住得远的，要花三四个小时走近
19 公里的山路。孟校长说，这几
年，学校硬件设施完善，住宿条件
也变好了，但缺少采暖设备。今年
又是个寒冬，尽管前不久县总工会

送来一批手套和羽绒服，但孩子们
白天在教室里读书还是很冷，特别
是周日下午返校时，学生一路走
来，很多人鞋袜湿了，结成了冰，
冻得瑟瑟发抖。

虽然条件艰苦，孩子们读书依
旧认真刻苦，孟校长说，没有一个
人因为天气原因旷课。寒冷的日子
里，坪坝教学点的孩子们唯一的取
暖用品，就是装热水的杯子。

12 月 23 日，奉化当地媒体和
区慈善总会联合发起一场暖冬行
动，倡导大家送温暖，“让高山学
校教室不再寒冷！”

通过手机屏幕，看到甘洛学生
满手的冻疮以及一张张渴望知识的
脸，很多奉化市民坐不住了。爱心
倡议发出后，奉化爱心涌动，仅一
天时间，来自市民和企业的自发捐
款就达 38926 元。政协西坞工委还
联系当地企业，将 300 个保温杯捐
赠给海棠镇的两所学校，让高山学
校的孩子更方便喝到热水。

昨天记者获悉，奉化区慈善总
会已与甘洛县教育部门对接，准备
通过政府采购的方式，用这笔捐款
在甘洛当地购买 4 台空调，尽快到
坪坝教学点进行安装。

奉化市民捐款购空调

助凉山州高山村孩子温暖过冬

传承好家风 弘扬新风尚

记 者 陈朝霞
通讯员 张昊桦 崔 宁

冬令时节，记者来到位于海曙
区鄞江镇的郭斌养鲤场，千余平方
米的车间内温暖如春，上万尾锦鲤
畅游在恒温的水中，甚为壮观。

在 12 月中旬举行的第二十一
届中国锦鲤大赛上，郭斌养鲤场选
送的一尾长度 1.03 米的红白锦鲤夺
得全场总合冠军，这是该赛事举办
21 年来，首次由国内自主繁育的

“国产锦鲤”夺冠。
成绩的背后，是养鲤场负责人

郭斌十多年如一日的坚持和对锦鲤
“优中选优”的培养。

郭斌与锦鲤的结缘源于偶然。
2002 年他到广东潮州出差，被一
家街边店里的锦鲤吸引住了。2003
年，随着对锦鲤的兴趣日益浓厚，
郭斌开启了养锦鲤的新事业，他每
天起早贪黑蹲守养鱼场，做好精准

控温、定时投喂、状态观察、健康
诊断等工作。

郭斌介绍，优质锦鲤的培养非
一日之功，是一代代优良品种选育
的结果。“一条锦鲤从鱼卵开始养
到 90 厘米长需要四五年时间，之
后状态开始走下坡路。我从 4 厘米
长的小鱼开始，每月进行筛选，优

胜劣汰培育出优质锦鲤，20 年间
已筛选过数不清的锦鲤。”

2018 年，郭斌养鲤场和海曙
区农业农村局渔业与农业机械化技
术管理服务站合作，共同开展了

“锦鲤养殖液氧增氧技术”和“水
加热技术”两个项目建设，提升锦
鲤的“居住”环境，使池子里能持

续供氧，冬天则使池水温度保持适
宜温度，降低发生病害风险，锦鲤
生长速度同比提升 35%到 45%。

如今，“郭斌锦鲤”已经打响
名气，销售已遍布全国，并出口至
泰国、新加坡等国家和地区。

打造一流的锦鲤种业基地，是
郭斌的梦想。自去年起，在海曙区
农业农村局支持下，郭斌养鲤场与
一家生物科技企业开展合作，致力
于研发一款用于锦鲤的抗病毒疫
苗。同时，郭斌养鲤场与宁波大学
海洋与渔业学院开展合作，目标是
建设一个优质基因库，便于锦鲤的
优选优育。

记者了解到，锦鲤产业作为海
曙渔业特色产业，海曙区将打造锦
鲤相关品牌，整合形成两千亩锦鲤
养殖区，同时尝试龙头企业带动帮
扶的形式，让郭斌这样的“民间农
技专家”，扶持其他中低端养殖场

（户），实现共同富裕。

近20年“优中选优”

宁波产锦鲤获中国锦鲤大赛冠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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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 12 月 23
日 《宁波日报》

报道，裤子不合身哪里找修补小
店？哪里有又便利又经济的理发
店？老人家出门遛弯时测个血压、
交流养生小经验什么地方合适……
如果市民遇到这些生活上的小事，
不妨去周边的菜市场里找一找。

北仑区新浦农贸市场，有宁波
志愿服务 We站新浦站、霞浦街道
人亚先锋志愿服务队驻点，一周 7
天提供不重样的便民服务；江北区
兴都菜市场内，市场举办者主动让
利，吸收钟表维修、钥匙修配、服
装修改、食品加工等“小店”入
场，为市民与小本经营者搭建双向
交流平台；鄞州区东裕菜市场的服
务台里，提供小家电维修、家政联
络、信息咨询等志愿服务……眼
下，我市越来越多的菜市场能够让
市民体会到民生温度。

如今人民生活水平越来越高，
但小修小补的社会需求并没有因此
减少甚至消失。

眼下，城市管理越来越规范，
道路拓宽了，路面整洁了，社区
环境更漂亮了，与此同时，街头
的小摊少了，针头线脑、修修补
补的服务点也难找了。尽管各地
保留了一些便民服务点，但对于
日益增多的新建小区来说，这些
便民服务点远远满足不了居民需
求。究其原因，新建小区管理标
准高，市容要求严格，没有为小
修小补留下足够的空间；有的则是
老旧小区改造后，原来的临时摊点
被撤销了。

为便民服务搭建合适的平台势
在必行。一方面，要做好“小修小
补遵从市场规律适当收费、社区志
愿服务辅助不收费”的可持续发展
生态布局，另一方面，要从便民服
务圈构建、店铺设置、市容管理等
方面推出更多的便民措施，把便民
服务的生活方式贯穿在大家的日常
生活当中，成为一种有求必应的生
活状态，更好地满足周边居民日常
生活基本消费。

（欢迎投稿，来稿请发民生邮
箱1871684667@qq.com）

体会菜市场里的民生温度

本报讯 （通讯员王志萍） 近
日，浙江万里学院鲲鹏龙狮团在第
十三届全国龙狮锦标赛中获得一金
一铜和一个一等奖的佳绩。这是宁
波选手在全国龙狮锦标赛上取得的
最好成绩。

12 月 22 日 ， 由 国 家 体 育 总
局、中国龙狮运动协会主办的第十
三届全国龙狮锦标赛在张家港市开
幕。这是全国舞龙舞狮最高水平的
品牌赛事。我市有浙江万里学院、
瞻歧等龙狮队参赛。

受新冠疫情的影响，本次比赛
以视频参赛的形式进行。全国近

200 支龙狮队伍线上参赛，运动员
超过 3200 人，成为全国龙狮锦标
赛史上规模最大、范围最广、人数
最多的一届比赛。

浙江万里学院鲲鹏龙狮团接到
比赛通知后，以常华军和王志萍两
位老师为教练，整合鲲鹏龙狮团在
校队员 38 人，参加了传统舞龙、创
意龙狮和女子舞龙自选套路三个项
目，并分获金牌、一等奖和铜牌。

“这群孩子都是‘00 后’，他
们付出了很多的努力并取得了好成
绩。我为他们感到骄傲和自豪！”
教练王志萍激动地说。

浙江万里学院鲲鹏龙狮团
全国龙狮锦标赛上创佳绩

昨天寒潮来袭，在东部新城日月湖的湖面上，两只黑天鹅在寒风中游
弋。据悉，以“日月”命湖，是承延老城厢日湖、月湖文脉。

（丁安 摄）

日月湖边现黑天鹅

记者 徐欣 通讯员 胡青蓝

在象山县，有这样一个省级文
明家庭、全国最美家庭，他们用平
平凡凡的事、点点滴滴的情诠释了
家是爱的港湾的真谛。

丈夫郭克亮，是新桥派出所的
一名基层社区民警；妻子王紫佳，
是象山县人民医院的一名护士。丈
夫忠诚担当，妻子真情持家，一个
是保家为民的“警察蓝”，一个是
救死扶伤的“天使白”。他们聚少
离多，又是一个普通的家庭，柴米

油盐，鸿案鹿车。在工作上，他们
互相扶持；在抗疫战场上，他们风
雨同舟；在生活上，他们伉俪情
深。

郭克亮和王紫佳相识于 2017
年 12 月 。 2019 年 ， 经 过 两 年 长
跑，两人结成白首契约。

虽然两人学历都不高，但是他
们一起利用工作之余提升自我，郭
克亮成功通过了入警考试，卫校毕
业的王紫佳也完成了专升本，正式
成了一名护士。

从橄榄绿到藏青蓝，军改警的

郭克亮在结婚日的第二天就迎来了
为期半年的培训；从白婚纱到护士
白，王紫佳还来不及分享新婚的喜
悦便重返岗位。两人肩负着各自的
使命，在不同岗位上履行着各自许
下的誓言。

2019 年 4 月郭克亮和王紫佳正
式领取了结婚证，但婚礼仪式忙得
没时间筹备，两位新人约定，将婚
礼推迟至 2020 年春节举行。但是
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让谋划已久的
婚礼不得不再次推迟。郭克亮主动
申请前往新桥高速出入口设卡值
守。作为医护人员的王紫佳，也主
动请缨，申请抽调到最前沿抗疫，
用实际行动与丈夫呼应。

在郭克亮看来，民警就是要为
老百姓办实事、做好事，辖区群众
中也流传着一句话“有什么矛盾纠

纷，找‘郭大侠’就对了”。
找的人越多，郭克亮回家的时

间就越少，王紫佳不但没有任何怨
言，为了尽可能多地陪伴丈夫，她
休息时干脆就在所里陪着郭克亮。
耳濡目染下，王紫佳也自发充当

“和事佬”和反诈宣传员。平时遇
见身边有人闹矛盾，王紫佳总是习
惯上前进行调解。

有了妻子的大力支持，郭克亮
干起活来更加起劲。他成了辖区群
众的贴心人，2020 年获得了“中
国好人”的殊荣。

家的传承，是文明的传承，也
是爱的传承，正是有了日常生活中
的点滴小爱，才能反馈给社会更多
的大爱。郭克亮一家用心经营着

“小家”的温馨和睦，用责任守护
着“大家”的平安幸福。

警医伉俪 同心为民
——记全国最美家庭郭克亮家庭

本报讯（记者陈朝霞 通讯员
裘保莉 郑轶文） 昨天，记者从海
曙区总工会获悉，通过劳动纠纷多
元化解方式，该区近七成劳动纠纷
化解在基层，今年已为职工挽回经
济损失近 1600 万元。

海曙区总工会不断完善劳动争
议调处工作，从去年年底开始，就
联合区人社局、区人民法院等部门，
构筑“工会+人社+法院”劳动争议
多元化解的工作新格局，同时，承接
海曙区劳动争议多元化解调处工作
的第三方社会组织——海曙区匠星
职工发展服务中心也正式运行。

海曙区匠星职工发展服务中心
理事长徐夏飞介绍，中心目前有
10 名调解员，主要由资深退休法
官、退休检察官、专业律师等组
成，劳模占比 80%以上。依托他们
在调解专业、经验、能力等方面优
势，为劳动争议化解按下了“快进
键”。

“没有工会的调解，想拿到工
伤赔偿，可能遥遥无期。”说起海

曙区劳动争议调解中心总工会分中
心，曾是海曙某建筑工地木工的王
成充满感激。

今年年初在拆除钢管时，王成
的左手不慎受伤。因为跟企业协商
不成，王成找到调解中心寻求帮
助。调解中心受理后，马上安排调
解员联系双方当事人并于次日进行
调解。在调解员的耐心调解下，双
方达成和解，建筑公司赔偿给王成
6 万 元 ， 并 在 半 个 月 后 一 次 性 付
清。这一案件最终实现“案结、事
了、人和”。

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海曙区
劳动争议调解中心总工会分中心受
理劳动争议 118 件，成功调解 102
件，为职工追回金额达到 500.46 万
元，成功率 86.5%，涉及职工人数
122 人。此外，调解中心下属 4 个
乡镇调处分中心共受理了劳动争议
案件 481 件，调解成功 432 件，为
职工追回金额 1084.08 万元，两级
工会调解组织为职工挽回近 1600
万元损失。

海曙近七成劳动纠纷
在基层化解
为职工挽回损失近1600万元

玩嗨了玩嗨了

昨天昨天，，四明山区迎来了今冬第一场雪四明山区迎来了今冬第一场雪，，在奉化商量岗在奉化商量岗
上上，，久违的雪景带给孩子满心的欢喜久违的雪景带给孩子满心的欢喜。。 （（王林彬王林彬 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