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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 正

据 昨 天
《宁波日报》
民生版报道，

记者从宁波市教育局获悉，全市
中小学生5日起放暑假。

学生们又迎来了盼望已久的
暑期生活。这个暑期准备怎样度
过、干些什么，相信每个孩子都
有自己的小目标。合理规划暑期
生活，才能让孩子们在一个个小
目标的追求和成就中精进本领、
茁壮成长，拥有足够的能力和力

量去迎接新的学期。
暑期，为孩子们开拓视野、

实践锻炼、全面发展提供了重要
机会。也许一次看似平常的劳
动、一个应该提倡的好习惯、一
次轻松的娱乐互动，就会给孩子
带来对社会的一点认知、对人生
的一点思考、对求知的浓厚兴
趣。健康的环境，是孩子拥有健
康人格、过硬素质的必要保证。

因此，在倾听孩子心声、做孩子
的朋友、把假期还给孩子的同
时，家长要为孩子的暑期生活安
排提供必要指导，适度安排家务
劳动，引导他们注意日常活动安
全，或旅行或读书，在放松身心
的同时，开阔眼界、陶冶情操。
暑期不仅要合理去“休”，更要合
理去“学”。这个“学”不是指上
多少暑假培训班，大热天还在埋

头苦读，而是“学”生活、“学”
自然……毕竟知识是呆板的，生
活是多样的，唯有经过生活的历
练，一个人的知识才能升华成智
慧。

50 多天的暑期可以打造一个
积极向上的孩子，也可能让孩子
作息混乱、沉迷网络，将孩子的
暑期科学合理地规划起来，家庭
和社会要共同努力，为孩子们构
建一个快乐、健康、充实而富有
意义的度假环境。

（欢迎投稿，来稿请发民生邮
箱1871684667@qq.com）

让暑期生活更加充实

本报讯 （记 者石景） 7 月 3
日，编号为“7908058”的网友向
宁波民生 e 点通群众留言板反映，
江北区庄桥街道灵山村慈江里小区
有人把几千桶的油漆放到小区房子
里，现在天气这么热，万一爆炸怎
么办？

前天下午，记者前往慈江里小
区，看到 19 幢 3 号房屋大门紧锁，
但一眼就看到了院子里整齐堆放的
大量铁桶。记者注意到，该房屋尚
未装修，里面空无一人。

记者仔细看了下，这些铁桶为
科顺 KS520 非固化橡胶沥青防水涂
料 ， 为 装 修 材 料 ， 按 照 长 度 19
桶、宽度 13 桶的方式堆放了 3 层多
高，粗略估计数量约 800 桶。

记者绕着该房屋走了一圈，透
过窗户看到，房屋内堆放了不少水
泥砂浆和防水胶膜，均为装修材料。

记者从灵山村村委会了解到，
慈江里小区 （灵山嘉苑 5 期） 为村

里安置房，于去年夏季交付，出于
平衡建造成本的考虑，部分房屋对
外出售，而小区 19 幢 3 号的业主不
是该村村民，在镇海骆驼街道做
生意。

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庄桥街道
和村委会已派人查看现场，发现这
些“油漆桶”实际上是防水涂料，
非危化品，即便暴晒也无安全问
题，不过可能影响产品质量，已电
话通知该业主尽快在涂料上盖一层
防晒膜或者搬走。对方未说明这些
材料用途，表示会尽快派人来处理。

记 者 在 天 猫 “CKS 科 顺 建 材
旗舰店”找客服询问了这批防水涂
料的安全问题，客服人员表示，长
期暴晒虽然不会有安全问题，但会
影响桶内涂料品质，导致使用效果
不好，建议放置阴凉处保存。

发现身边问题，请您继续通过
以 下 方 式 反 映 ： 1. 拨 打 热 线
81850000；2. 打开甬派 APP，在首
页左下角点击进入“问政”板块留
言；3.微信搜索“nb81850”，关注
后直接留言；4. 打开中国宁波网，
登录宁波民生e点通群众留言板。

江北灵山村一院子
堆了近千桶“油漆”？

本报讯（记者陈敏 通讯员胡
峻箐） 昨天，在宁波大学附属第
一医院的造血干细胞采集室，慈
溪姑娘小陆成功捐献 185 毫升造

血干细胞，成为
宁波市第 152 例
造 血 干 细 胞 捐

献 者 。 据 了 解 ，
小陆是宁波市首

例 “00 后 ” 造 血
干细胞捐献者。

2000 年出生的小
陆 就 读 于 浙 江 大 学 国

际联合学院，是一名研一
学生。
说 起 这 次 捐 献 造 血 干 细

胞，躺在造血干细胞采集床上的小
陆仍然觉得意外。小陆的父亲是一
名医生，在耳濡目染之下，小陆从
小就认为治病救人是一件神圣的事

情。在高中毕业那个暑假，小陆就
和两名同学相约无偿献血，过一个
特殊的成人礼。让她遗憾的是，当
时因为体重过轻，未能如愿献血。
直到去年 5 月，她才成功献血。

就是那一次，在成功献血后，
小陆还在现场办理了造血干细胞
捐献志愿者采样入库。令她意想
不 到 的 是 ， 今 年 2 月 学 校 刚 开
学，她就接到了海宁红十字会的
电话，她居然与一名血液病患者配
型成功。

“ 能 有 机 会 挽 救 一 个 人 的 生
命，让对方免受病痛的折磨，重新
感受生活的美好，我觉得很有意
义。”没有任何犹豫，小陆坚定地

选择为生命接力。她的决定得到父
母的支持。

今年 3 月底，她接到了高分辨
体检的通知。今年 5 月，在家属的
陪同下，她进行了体检，各项条件
符合，捐献提上日程。

7 月 1 日，小陆来到宁波，开
始注射动员剂。4 天后，她成功捐
献造血干细胞。

左图为小陆姑娘。
（陈敏 胡峻箐 摄）

“00后”慈溪姑娘捐献造血干细胞
她是宁波市首例“00后”捐献者

记 者 陈朝霞
通讯员 张昊桦 王雯雯

“小区居民开电车的不少，能
否增设充电桩？”“小区有了适合老
年居民的活动场所，能否增加孩子
们游玩的园区？”⋯⋯昨天，一场
别开生面的“红色议事会”在海曙
区集士港镇井亭社区集港馨苑小区
自治站召开，小区功能型党支部成
员、居民志愿者代表和包片社工齐
聚一堂，围绕小区的基础设施提升
献计献策。

集港馨苑小区是典型的拆迁安
置小区，居民由周边 5 个村的村民
组成。自 2020 年 1 月交付后，入住
率上升缓慢，导致业委会迟迟未成
立，然而住户在微信群内反映的各
种基础设施问题日益增多。

“小区居民人员结构复杂、党
员队伍未成体系，缺少一个统一发
声平台。”今年 81 岁的党员洪信康
回忆，在众多诉求中，关于“拆迁
安置小区老人居民多，但没有老年
活动室，没有运动、聊天、下棋的
场所”的诉求最为强烈。

2021 年春节前后，洪信康召
集小区部分党员、居民志愿者代表

组建“临时团队”，在小区地下室
开了第一场“红色议事会”，众人
针对“小区老年活动室要不要建、
怎么建”的话题展开讨论，还推荐
洪信康将居民诉求反馈至社区。

井亭社区收到居民诉求和建议
后，非常重视，腾出闲置用房并进
行简单装修。不过，另一个问题接
踵而来——社区缺少资金，老年活
动室内器材、用具怎么办？

在困难面前，洪信康的“临时
团队”再次抱团，通过众筹的方
式，筹集了 2.84 万元，用于购置空
调、办公用品、桌椅、棋牌桌等。

去年 9 月 20 日，小区老年活动
室开张，设有会议室、棋牌室、电
视室、乒乓球室等。自那以后，每
天有老年居民来此聊天、打球、下
棋、看电影，不仅充实了生活，还
增进了邻里感情。

考虑到洪信康年岁较大，57
岁的党员张文华主动加入“临时团
队”。今年6月16日，在集士港镇党
委的批复同意下，“临时团队”转
正为功能型党支部，张文华、洪信
康被选为党支部书记、副书记，两
人“强强联手”，让小区党员、居
民参与基层治理的积极性更高了。

安置小区没人管事怎么办？
关键时刻他们“出手”了

记者 余建文

这几天，奉化水蜜桃主打品种
“湖景蜜露”大批上市，拉开了夏
日蜜桃季的大幕。

昨天，记者来到奉化萧王庙街
道林家村，跟随桃农上山采摘鲜
桃，体验“挑灯摘桃”的辛苦和收
获的甜蜜。

凌晨 4 点许，在大多数人还沉
浸在梦乡的时候，林家村的桃农已
经“动”起来了，好几户桃农在路
灯下分拣桃子，准备上市销售或打
包交付快递托运。

林平、竺萍夫妇种水蜜桃 20
多年了，有近 9 亩桃子。天黑蒙蒙
的，记者搭乘小三轮，与老林夫妇
到桃园摘桃。老林在老贝家自然村
有片桃园，夫妻俩戴上头灯，拎起
竹篮进桃园摘桃。记者跟在后面，
深一脚浅一脚走着。老林弯着腰一
株株桃树看过去，有点失望：这片
桃园之前已摘了两批，眼下树上的
桃子离成熟采摘还“差一口气”，
来回找了一圈，采摘的桃子还没装
满一篮。

“山上的桃子熟得更快，还是
到山上去摘吧。”55 岁的林平驾着
小三轮，返回王家山桃山。在这片
山上，老林夫妇承包种了 200 来株
桃树，眼下枝头果实累累。

雪亮的灯光在桃林里不断闪
动 ， 夫 妻 俩 娴 熟 地 采 摘 着 桃 子 。

“你看，桃子的尾端红出来了，就
代表熟了，可以摘了。”竺萍用头
灯照着一只只戴套的桃子，展示给
记者看。

天色微微亮起来，桃山上的摘
桃人也多起来了。和着“嚓嚓”的
摘桃声，点点跳动的灯光，构成一
幅特别的凌晨采收图。

但置身其间，摘桃的感觉绝对
没有目力所见那般美好。记者跟在
老林夫妇身后，弯腰在桃林里钻来
钻去，看他们采摘。很快记者头上
就沾满了蜘蛛网，两只手臂也沾上桃
毛，加上小虫骚扰，被叮得红肿瘙
痒。相比平地，桃林要闷热许多，不
到半小时，记者就捂出了一身汗。

每一只香甜的水蜜桃背后，都
是桃农辛勤的付出。种桃一年忙到
头，对林平、竺萍夫妇来说，个中
的辛苦已化为生活的平常。当天，
他们准备采摘约 200 公斤桃子，运
下山后分级打包，用快递发售到各
地，得忙到下午才能休息。

在蜜桃的收获季，林家村村民
老少上阵，起早贪黑摘桃、卖桃，
每天劳作时间在 12 小时以上。

“又是一个丰收年！”老林说，
今年梅雨季下雨不多，桃子长得
好，味道也甜，可分批采收到 7 月
底，“现在‘湖景蜜露’中规格桃
批发价每公斤在 15 元左右，相当
不错了。预计今年桃子亩均销售额
在 2 万元左右。”

凌晨挑灯采摘
只只蜜桃皆辛苦

记 者 张凯凯
通讯员 方 舟 刘海丽 王宇燕

做面塑、烧青瓷、拓制活字
印刷⋯⋯昨天，在江北区庄桥街
道，多彩的暑假“非遗大礼包”
点亮了孩子们的假期生活！

在“相约亚运 乐享非遗”
暑 期 非 遗 夏 令 营 的 面 塑 艺 术 课
上，浙江省首批“优秀民间文艺
人才”、宁波市非物质文化遗产

“面塑”传承人丁逸儿，向孩子们
展示了面团的魔法。

只见她将蓝色的面团搓成圆
球状，用小剪刀剪出“小浪花”，
然后几个“零件”揉吧揉吧，亚
运会吉祥物“宸宸”的小脑袋便
完成了。

耐不住性子的孩子们也拿起
一小团面团开始依样画葫芦。

相似的热闹气氛，出现在江
北尚德学校一年级的活字印刷课
上。孩子们在志愿者的协助下排
版字块、刷墨汁、铺纸拓印，一
张张活字印刷品“火热出炉”。

“以前我只在书上看到过活字
印刷术，这次自己动手印刷，没
想到那么神奇，太好玩了！”学生
黄筱轩兴奋地说。

将非遗融入暑期生活，是江
北区庄桥街道历年来坚持开展的
工作。此次非遗夏令营活动，来
自街道“非遗我来传”志愿者服
务队的非遗传承人为学生们带来

了内容丰富的非遗技艺课程。
除了面塑和活字印刷，校内

三年级学生跟着剪纸非遗达人钱
新龙，在剪刀的一张一合中感受
剪纸艺术的魅力；四年级学生则

分 成 3 组 走 进 沐 青 轩 青 瓷 文 化
园，有的跟着越窑烧制技艺非遗
传承人吴佳佳体验从泥到瓷的神
奇过程，有的在宁波市级非遗传
承人邵国强带领下，体验风筝制

作，还有的沉下心来一笔一画，
让伞“生花”。

据悉，本次暑期非遗夏令营
除了走进校园，还将走进社区、
文化礼堂、非遗基地。

面塑、活字印刷、青瓷……

“非遗大礼包”点亮孩子们的暑假

图为孩子们刷墨汁、铺纸拓印。 （刘海丽 王宇燕 摄）

19幢3号房屋大门紧锁。（石景 摄）院子里堆放了大量防水涂料。

记者 董娜 通讯员 祁凯

“三哥，祝贺你！”“您在电视
上挺帅的！”这几天，汪三涵船长
获 评 2023 年 一 季 度 “ 中 国 好 人 ”
的喜讯传遍了海事系统各个角落。
每每听到同事们热情的祝贺，汪三
涵总有点不好意思。这位浙江海事
旗舰船“海巡 22”船长已在船上坚
守了 33年，他的皮肤因常年风吹雨
打变得黝黑，目光却十分坚毅。

汪三涵在海上值守了 6000 多
个日夜，他的巡航里程已超 11 万
海里，可绕赤道 5 圈；多次完成抢
险救助、南海维权等急难险重任
务，累计参与海上救助超 200 起，
成 功 挽 救 600 余 人 ⋯⋯ 先 后 获 得

“感动交通”十大年度人物等 40 多
项荣誉称号。如今，沉甸甸的荣誉
簿上又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敬业奉献“中国好人”。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
避 趋 之 ”。 这 是 汪 三 涵 的 人 生 信
条。作为浙江海事旗舰船，遇到重
大 任 务 ， 汪 三 涵 带 领 的 “ 海 巡

22”总是冲在第一线。
2018 年，满载 11 万吨凝析油

的“桑吉”轮在东海海域与一船相
撞后燃爆，一时间浓烟滚滚、毒气
扩散。这是一起极端复杂、没有先
例的海难事件。汪三涵顶着巨大压
力，半夜召集船员紧急出航赶赴现
场。海面上恶浪滔天，船刚开出去
没多久，船体开始剧烈摇晃，原本
固定好的家具被摇得全部散架。

被晃得头晕目眩的汪三涵深知
自己万万不能倒下，于是一边抱着
桶吐，一边凭借超人的毅力守在驾
驶台。

艰 难 地 到 达 现 场 后 ，“ 海 巡
22”陷入被“桑吉”轮再次爆炸波
及的危险。“这是这么多年搜救生
涯里最难的一次。”汪三涵说。但
他勇敢逆行，带领全船先后 8 次
赴现场开展搜救、指挥、清污等
工 作 ， 历 时 95 天 ， 圆 满 完 成 任
务，在世界救助史上刻下了中国人
的名字。

“收到，马上出发！”是他 30
多年救援生涯中说过最多的话，蕴
含他 30 多年义无反顾“逆行”背
后的使命荣光。

无论是父亲的心脏搭桥手术，
还是儿子参加高考，家里的重要事

情他几乎都缺席。虽然心中放
心不下家人，但在国家需要
时，他毅然选择了前行。

作 为 海 巡 艇 的 当 家
人，船上兄弟们都亲切
地 称 呼 他 为 “ 三 哥 ”，
满 心 敬 佩 。 十 几 年
来，汪三涵的除夕都
在船上度过，他会亲
自掌勺，给大家做一
顿丰盛的年夜饭。

“既然做了船长，
就得为船上兄弟多考
虑，让兄弟们真正以船
为 家 、 爱 船 如 家 。” 汪
三涵动情地说。

30 多年来，汪三涵全
身心扑在工作上，坚强的身
躯背后有着不为人知的病痛。5
年时间历经三次大手术，往往人还
在病床上就已经操心起了工作。

“现在不是船离不开我，而是
我离不开船。我在海巡艇上工作了
33年，这就是我的家。”汪三涵说。

不论是本职工作，还是社会责
任，汪三涵都全情投入。他创建劳
模创新工作室，桃李遍布海上交通
管理领域；得知同事老家很多孩子
家庭困难，他主动资助 3 名学生上

学⋯⋯
在汪三涵身上，一个敬业奉献

的“中国好人”形象充实而高大，
而 “ 海 巡 22” 的 使 命 仍 将 继 续 ：
一起劈波斩浪、向着风雨进发，在
黑暗中给遇险的人带去希望。

海上值守6000多个日夜，巡航里程可绕赤道5圈

世界救助史上刻有他的名字

工作中的汪三涵。
（董娜 祁凯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