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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 者 沈孙晖
通讯员 王姿添 邵少杰

镇海招宝山街道车站路社区红
房子小区居民周德成的工具间，俨
然是个乐器房，二胡、板胡、胡琴
等琳琅满目。这些乐器可不一般，
它们是周德成利用各种生活废旧物
做成的。“7 年来，我做了 20 多把
乐器。”73 岁的老周笑呵呵地说。

“垃圾分类，垃圾分类，风景
美，风景美⋯⋯”老周现场为记者
演示了他用 《两只老虎》 旋律改编
的垃圾分类宣传歌谣。如今，这首
歌谣已成了小区的网红歌曲。

去年 3 月，车站路社区向全体
党员发出了认领垃圾分类志愿服务
岗的号召，老周成了社区“家园出
色”志愿服务队的成员，站在了桶
边督导的志愿岗上。

如果能有一首朗朗上口的歌曲
让大家传唱，不是能更好地宣传垃

圾分类吗？志愿服务中，老周灵光
一现，看着家中的废弃高压锅、旧
木板、扫帚柄、踢脚线等废旧物，
他脑海中的想法逐渐清晰。

“乐器的构思大概用了一周时
间，每次想到好点子就用笔在纸上
画出来，有了图纸后做起来就方便
了。”老周告诉记者，“一开始木板
太厚，导致乐器有些杂音，我就用
刨子把它削薄到 3 毫米，尼龙线也
改成了吉他弦，现在音色已经很好
了。”这些原本要被扔进垃圾桶的废
旧物，在老周的巧手下变成了一把
既像二胡、又像吉他的特制乐器。

老周填词改编完歌谣后，就将
这把特制乐器变成了宣传垃圾分类
的“重要武器”。在附近公园里，
他的每次表演总能引来大家的围
观。“乐器新颖独特，歌谣简单上
口，这样的形式能够充分调动大家
的兴趣，积极养成垃圾分类的好习
惯。”居民王阿姨说。

本报讯（通讯员陈福良 黄庐
锦 记者黄程）“这是我见过最大
的中华鲟，足有两米长！”昨天，
余姚泗门镇万圣村渔民沈文焕放生
了一条意外捕获的野生中华鲟。

沈文焕告诉记者，前一天晚
上，他出海捕鱼，昨天上午收网
时，发现渔网格外沉重，里面竟然
有一条巨大的中华鲟。“体型这么
大的中华鲟我从未见过。”沈文焕
赶紧将其从渔网内捧出，检查是否
受伤，在拍下视频和照片上报渔政
管理部门后，第一时间将其放生。

这并不是沈文焕第一次意外捕
获中华鲟。沈文焕今年 51 岁，从
事捕鱼行业已经有三十余年，丰富
的经验让他对这片海域了如指掌。

“近年来，随着水质和生态环
境逐渐变好，中华鲟的数量持续增
加，渔民们意外捕获它们的频率也
在增加，我们都会第一时间上报，

如果有受伤就进行救助，没有受伤
就第一时间放生。”沈文焕表示，
今年他已意外捕获和放生了 20 多
条野生中华鲟。鉴于在保护野生中
华鲟方面作出的努力，他被评选为
今年第二季度“余姚好人”。

为 了 更 好 保 护 野 生 中 华 鲟 ，
今年上半年，泗门镇万圣村成立
了中华鲟保护志愿服务队，沈文
焕第一时间加入，成为一名志愿
者。在不出海时，他运用自己多
年经验和亲身事例，走进“假日
学校”、村民中宣讲保护生态环境
的重要性，以及相关法律法规和
应对措施。

沈文焕说：“野生中华鲟是国
家一级保护动物，放生是每一位渔
民应尽的义务。我希望通过我们的
努力，让越来越多人认识这个‘活
化石’，从而带动大家一起保护环
境。”

杭州湾水域中华鲟数量持续增加

余姚渔民误捕中华鲟后
第一时间放生

李国军

据 昨 天
《宁 波 日 报》
民生版报道，

由宁海县桃源街道综合治理办公室
牵头且多方参与的“矛调大姐”项
目，在化解日常一些“鸡毛蒜皮”
小事的同时，还针对村民关注的热
点、难点及苗头性问题，做好情况
收集工作，再交由街道开展专题协
调。该项目构建了源头防控、排查
梳理、纠纷化解、应急处置的社会
矛盾化解“闭环”，从而降低了邻
里纠纷发生率，全面提升了纠纷化
解满意度。

化解基层矛盾，闻名遐迩的
“枫桥经验”是一面旗帜，其本质
就是群众路线，它深刻启示我们，
群众是托起和谐社会的基石，处理
基层问题要善于发动和依靠群众。

基层的事千头万绪，既有邻里
纷争，又有夫妻矛盾，还有基层对
上的诉求，等等。有时候，简单一

杯茶，就能广聚民意；乡贤能人你
一言、我一句，就能化解矛盾。基
层的事情商量着办，基层矛盾多方
参与、协调化解，就能兼顾大多
数，画出最大“同心圆”，基层群
众的心气儿会更顺，目标更一致，
就能更有效地避免小问题升级成大
矛盾。

依靠群众，是推进社会治理现
代化的必然抓手。一座城市的幸福
指数、安全系数，与群众参与社会
治理的程度密切相关。用足用好乡
贤能人和基层资源，建立和完善人
人尽责、人人享有的公众参与机
制，就能告别各部门的“独角戏”
而广聚民智民力，找到全社会意愿
和要求的最大公约数。

以“防范在先、化解在早、处
置在小”为核心的宁海县桃源街道

“矛调大姐”项目，立起了地方调
节乡里矛盾的特色品牌，丰富了基
层治理手段，值得总结和借鉴。

（欢迎投稿，来稿请发民生邮
箱1871684667@qq.com）

依靠群众
才能推进基层治理

镇海73岁老人
利用废旧物做了20多把乐器
改编的垃圾分类歌谣成小区的网红歌曲

老周弹着自制乐器，向居民传唱垃圾分类宣传歌谣。
（王姿添 沈孙晖 摄）

记 者 孙 肖 戎美容

“这是我们今年吃的第一个
月饼，谢谢宁波！祝大家中秋节
快 乐 ！”昨 天 上 午 ，第 六 批“ 盲
盒 ”礼 包 送 至 位 于 鄞 州 的 浙 江
大 学 宁 波 理 工 学 院 。收 到 入 学
礼 包 后 ，林 浩 楠 迫 不 及 待 地 和
同 学 们 分 享 起 他 抽 到 的 惊 喜
——一盒由宁波本土企业荃盛
食品提供的最新款流星月饼。

为了帮助来甬大学新生尽快
了解宁波、熟悉宁波，宁波日报
报业集团在市委人才办、市教育
局、市国资委指导下，联合市轨
道交通集团，在甬派客户端推出

“高校新菁英·宁波欢迎你”抽
“盲盒”活动。这几天，数千份
“盲盒”礼包已陆续送达参与活
动的各个高校，获得礼包的新生
也正在享受这份临近中秋节的小
惊喜。

“因为疫情原因，我们多数
人在学校里过中秋，所以这个月
饼 礼 盒 刚 好 和 同 学 们 一 起 分
享。”林浩楠告诉记者，9 月 1 日
自己从温州来宁波报到，知道这

个新生抽“盲盒”活动后就直接
报名参与了。今年是他第一次离
开父母在外过中秋，往年月饼都
是家里大人准备的。“没有想到
礼包里是最新款的月饼礼盒，刚
好赶上中秋节，这是宁波给我的

一个节前小惊喜。”林浩楠说。
“ 我 抽 到 的 是 宁 波 地 铁 交 通

卡和小遛体验卡，我舍友刚好也
抽 到 的 是 这 个 ， 因 为 我 是 宁 波
人，对周边比较熟悉，我可以带
他们领略下宁波的风土人情，尽

地 主 之 谊 。” 新 生 傅 熙 鸣 表 示 ，
他是寝室里第一个知道这个活动
的，马上把消息转发给了外地来
宁波读书的舍友，让他们一起参
与，第一时间感受家乡宁波的热
情好客。

“这是我们今年吃的第一个月饼，谢谢宁波”

林浩楠和同学们在分享月饼礼盒。 （李敬平 摄）

“这位‘嫦娥’姑娘真漂亮
啊，谢谢你的月饼!”昨日，海
曙区南苑社区联合共建单位宁波
银行南苑支行开展“嫦娥献月
共迎中秋”活动，来自该支行的
工作人员身着精美汉服化身“嫦
娥”，向辖区的阿姨们讨教月饼
制作方法，并将做好的月饼分发
给社区的居民，和大家过一次别
样的中秋节。
（张昊桦 桂琳 赵微 摄）

嫦娥
献“月”

记 者 陈章升
通讯员 胡格格 王雪枫

昨天上午，家住慈溪市掌起
镇鹤凤村的老人洪菊水收到一个
中秋礼包——一碗热气腾腾的桃
胶 银 耳 汤 和 一 盒 清 甜 味 月 饼 。

“每年中秋节前，村干部和志愿
者都会来看我。今天他们送来的
桃胶银耳汤很可口，暖胃又暖
心。”洪菊水点赞道。

除了洪菊水，当天还有 850
名鹤凤村老人收到该村新时代文
明实践站志愿者送来的中秋礼

包。其中，月饼由当地爱心企业家
冯嘉耀购买，桃胶银耳汤由该村志
愿者熬煮。“虽然礼包不贵重，但
是寄托着大家满满的祝福。”该村
党总支书记乐志强说。

除了月饼，还有什么中秋礼
物老人会喜欢，能表达大家的心

意？经过几天商量，鹤凤村志愿
者 将 目 光 投 向 当 地 特 产 —— 桃
胶 。“ 掌 起 是 远 近 闻 名 的 ‘ 桃
乡’。除了美味可口的水蜜桃，还
出产优质桃胶。”志愿者陈亚薇介
绍，根据老年人的口味喜好和营
养需求，他们决定熬煮桃胶银耳
汤。

昨天上午起，一碗碗热气腾腾
的桃胶银耳汤被陆续送往鹤凤村老
人家中。“桃胶软糯，汤汁清甜。
喝完桃胶银耳汤，再来口月饼，幸
福感满满。”尝着志愿者送来的美
食，老人袁菊娣喜上眉梢。

桃胶银耳汤+清甜味月饼

这个中秋礼包让慈溪老人暖胃又暖心

记者 苟雯

中秋临近，秋风送爽，宁波
的露营“热度”仍在持续。有人把
赏月地点选在自家窗前，但也有
不少市民游客已经提前订好户外
露营地，打算换个地方看月亮。

“热度”不减，有的营
地“一位难求”

“目前 9 月 10 号和 11 号的亲
子家庭过夜套餐已经全部预订完
了。”昨天，黄贤森林公园景区
总经理姜韬告诉记者。

如今，许多游客已经不再局
限于在城市中“举杯邀明月”，而
是选择“露营+赏月”的玩法，在
郊外的山野之间尽揽月色。姜韬
说，黄贤森林公园内的山海观野
奢营在去年“五一”正式开门迎
客，今年是首次推出中秋赏月派
对，时间覆盖中秋三天假期。

许多人愿意为这样的方式买
单。据了解，目前宁波中高端路线
的露营地，包含下午茶、晚餐、营
地所有活动再加上住宿，价格在
2000 元至 3000 元。游客也可以选

择自带装备过夜或者不过夜，价
格会有相应降低。

而为了提升游客的体验感，
营地不仅仅为游客提供帐篷住
宿，而是叠加一系列活动打造月
夜下的氛围感。比如在中秋的活
动设计中，山海观野奢营就加入
了露营灯制作、赏月夜乐园等亲
子活动，以及赏月酒会等。

除了活动设计，有的营地在
装饰上下足了功夫。近日，在宁
海的小森营地就正在装设新的灯
光，进行营地升级。“我们这里
可以远眺宁海湾，若中秋节天气
好，客人在这里可以看到海上生
明月的美景。”营地相关负责人
叶琼琼说，中秋前两天的营地位
置已经基本订完，中秋假期预订
超八成。

除了通过营地布置增强氛围
感，小森营地今年还推出了月光
舞会，通过融入音乐元素，增加
住客的互动体验。

扩大“地盘”，运营走
向专业化

记者了解到，虽然山海观野

奢营还处于“新生代”，但是运营
方其实已经拥有丰富的经验。而小
森营地的运营团队，已经从事露营
相关领域多年。

“我们景区营地的运营团队不
仅负责山海观野奢营，在海曙、江北
等地也运营有很多其他的露营地。”
姜韬说，引入专业的团队加上明确
的定位，让山海观野奢营能够迅速
建立知名度。此外，通过朋友圈推
广，营地其实更多在做熟客生意。

“我们熟客带朋友来，通过他们在朋
友圈、小红书上分享自己的体验，逐
渐扩大影响力。”姜韬说。

据了解，今年宁波还有许多营
地在中秋期间都推出了赏月主题的

活动，“露营+赏月”的配置已然
成为营地的吸睛点，如位于奉化商
量岗景区的中林无边森境营地在中
秋假期推出了“特别露营计划”，
融合投壶、猜灯谜、中秋氛围打卡
等活动，以游园会的形式吸引游客
参与。

从被业内人士称为“露营元
年”的 2020 年至今，露营这个最
初的“小众爱好”不仅“飞入寻常
百姓家”，围绕它也有不少新变化
正在悄然发生。“目前我们计划扩
大营地数量，并且逐渐围绕营地推
出更多延伸服务，比如营地美术陈
列、活动策划等等。”一位营地的
经营者说。

海边露营、郊外野餐……

今年中秋今年中秋，，市民赏月更有仪式感市民赏月更有仪式感

黄贤森林公园
景区的露营地。

（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