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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孙吉晶 通讯员
严舒玮） 记者从昨天上午举行的
2023 宁波农业博览会媒体通气会
上获悉，本月 28 日到 31 日，2023
宁波农博会将在宁波国际会展中
心举行，市民朋友不妨去现场品
尝美食，采购宁波土特产，备点年
货。

据介绍，本届农博会将在宁波
国际会展中心 1—3 号馆举办，展
会面积近 2 万平方米，市内外 400
余家农业经营主体的 5000 余种农
产品参展。红美人柑橘、芋艿头、
雪菜、榨菜、大黄鱼等一批有知名
度、有影响力的地理标志农产品、

绿色食品和品牌农产品悉数亮相。
年糕、汤团、灰汁团、米馒头、梁
弄大糕、豆酥糖等 40 家我市特色
农家小吃现场设摊。

3 号馆还设置了蚌埠农产品展
销区、对口协作地区农产品展销区
等展区。

展会期间，将发放各类政府消
费券、平台折扣券、商家优惠券等
惠民红包，带动市民消费。同时，
主办方将推出最佳经营主体、最受
欢迎农产品、美食达人等评选活动。

记者从通气会上了解到，展会
时 间 为 每 日 9:30—17:00， 31 日 下
午两点以后停止入场。

2023宁波农博会后天在宁波国际会展中心开幕

市民可去淘年货

郑建钢

据昨日
《宁波日报》
民 生 版 报

道，博洋家纺·甬派首届青年交友
节现场依旧人气爆棚，不少年轻人
前来寻觅自己的有缘人，并将心愿
投进了交友节“心动邮箱”。截至
当晚 8 点，“心动邮箱”已收到牵
线心愿近1100个。

12 月 18 日的 《宁波日报》 民
生版就报道，今冬甬城的“第一把
火”已经蓄势待发，博洋家纺·甬
派首届青年交友节将开启，为甬城
广大单身青年创造更多更好的“脱
单”机会。现在，从牵线心愿近
1100 个的结果来看，这“第一把
火”确实烧得够热烈。

来自五湖四海的青年，活跃在
甬城的各个角落，贡献自己的聪明
才智，为日新月异的城市建设添砖
加瓦。他们中的很多人学历高、能
力强，是单位里面的顶梁柱，个人
兴趣爱好也相当广泛，富有生活情
趣。但是，许多单身青年由于受到
所处行业、职业性质的影响，再加
上工作节奏快，交友圈子狭小，与
异性认识交流的机会不多，缺少情

感交流契机，难以展示自己各方面
的特长和才能，解决个人感情问题
遇到不少困难。

关心单身青年，就应该做到事
业留人、感情留人、待遇留人。其
中感情留人也是留人的一个重要因
素。搭建类似博洋家纺·甬派青年
交友节公益相亲活动平台，为他们
创造一个展示自我、结识优秀异性
朋友的机会，解决他们的择偶、成
家问题，助力他们在宁波安居乐
业，很有必要。

宁波因人才而精彩，人才因宁
波而出彩。各行各业青年源源不断
地流入宁波，为宁波经济社会蓬
勃发展提供了“源头活水”，有利
于进一步促进宁波的经济建设和
社会发展，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
美好生活的需要，提高城市的竞
争 力 。 宁 波 这 座 开 放 包 容 的 城
市，正敞开怀抱，吸引更多的各行
各业青年来此大显身手、安居乐
业。甬城冬日里的“第一把火”为
单身青年而热烈“燃烧”，从解决
单身青年后顾之忧入手，搭建的是
沟通交友的桥梁，留下的是青年男
女的心。

（欢迎投稿，来稿请发民生邮
箱1871684667@qq.com）

搭建交友桥梁，留下人才的心

记者 孙佳丽 通讯员 崔宁

天寒地冻，以火锅、热饮为代
表的“暖经济”升温。“95 后”女
生遥遥已经把火锅作为外出聚会就
餐的首选：“没有什么是一顿火锅
解决不了的。”

记者走访多家火锅店发现，宁
波火锅消费市场在升温的同时也在
升级。今年以来，各大火锅品牌加
速 “ 进 化 ”， 在 产 品 、 食 材 、 营
销、服务等方面开启新一轮竞争。

时至年末，哪些火锅在唤醒宁
波人沸腾的味觉记忆？

追求氛围感

热衷于火锅的遥遥，脑子里有
本宁波火锅消费地图。最近，她迷
上了一种名为市井火锅的业态，时
常带着闺蜜，跟着内容平台推荐，
打卡新店。

据了解，市井火锅是分布在城
市街巷之中，贴近地方百姓生活、
继承地方传统美食特色的一类火
锅，原本多“沉寂”于川渝街头，
后来凭借独特的氛围感走红，逐渐
成为火锅赛道不可忽视的力量，还
分化出地摊风、社区风、邻里风等
不同风格。

“去了趟重庆就被‘种草’了。
我很喜欢市井火锅店中弥漫的‘市
井’味，拍照很出片。我愿意为了
氛围感买单。”遥遥说。

记者翻看了遥遥近期在朋友圈
晒出的照片，发现市井火锅店的场
景多为怀旧、复古风格，室内装潢
不算精致，甚至会特意设计裸露的
墙砖，细节布置中总能窥见“80
后”“90 后”的儿时记忆。

杨先生今年在鄞州区开了一

家市井火锅店。选址的时候，他
避开了商场，选择了社区街边的
商铺。

“顾客会发现我精心设计的小
细节，并用图文发布在社交平台
上。年初开业到现在，我们店的人
气在口口相传中逐步升温，现在冬
天生意更火了。周末下午 4 点半开
始排队是常事。”杨先生说。

记者在某团购平台搜索“宁波
市井火锅”，发现类似的火锅店有
10 余 家 ， 多 数 是 今 年 新 开 业 的 ，
主打氛围感与平价，好评率普遍较
高。而在某内容平台，相关话题的
笔记有上百篇，鲜亮的辣油与怀旧
的装饰很搭。

就要不一样

好吃，一直是餐饮产品的本
质，如今在火锅领域却成了前提。
甬城消费者在选择火锅时，已不再
满足于“东西好吃”这一项基本原
则，他们还要求好看、好玩、可分
享。

这些要求，大多体现在新花样
上。

不久前，江北区一家主打鱼头
的火锅店新推出了一款千丝土豆，
迅速成为点餐必选。顾客只需花 8
秒钟，就能烫熟被切成细约 3 毫米
的土豆丝，沾点麻酱吃，十分惬
意。

正在店里涮土豆的市民张先生
坦言，火锅店越来越多，口味上却
相差无几，“若火锅能时不时出些
我没吃过的新品，无论是菜品还是
锅底，我都会去尝试一下”。

除了千丝土豆，部分火锅店推
出窗花藕片、瀑布牛肉、辣椒虾滑
等新花样后，很快被食客分享在了

各类社交平台上。
宁波有个传统火锅品牌创立已

有 25 年，今年年底首次在锅底上
玩出了新花样。推出土鸡汤锅底，
吸引不少老顾客的目光。

“宁波有属于自己的火锅饮食
文化，常吃的是三鲜暖锅。很多暖
锅会用骨头汤作为汤底，食材包括
熏鱼、肉丸、蛋饺等。于是，我们
推出了这款适合各类人群、各个季
节的营养锅底，可以用来喝、涮、
煮。”该火锅市场部负责人说。

比拼性价比

高性价比，往往更能让消费者
心甘情愿买单。

夕阳西下，忙碌了一天的摄影
师阿文和团队小伙伴迎来收工时
刻。行至海曙区石碶街道一家牛味
火锅店门口，天已经黑了，店里坐
满了人，食物的香味扑鼻而来。

“ 这 是 火 了 好 几 年 的 网 红 店
啊！”阿文挤进点菜区，筋、油、
肉分明的手切牛肉、牛肉丸子、胸
口油等层层叠叠，店家细心地标明

了肉的部位、吃法及价格。
“我们 5 个人，人均 200 元出

头，乍一听有点小贵，但夹起一筷
子牛肉放在嘴里时，我就知道值
了！”阿文笑着说，随后大快朵颐。

对宁波消费者而言，高性价比
不等于低价，而是意味着“值得”
二字。食材品质、菜品分量、菜品
特色等均是决定性价比高低的重要
因素。

时琛喜欢在火锅里涮蔬菜，相
较于常见的生菜、豆苗、上海青、
娃娃菜等大众款，她更偏爱街边火
锅店里才能见到的“田间野味”。

养生猪肚鸡火锅便是她的心头
好之一。

“店就开在老小区边上，鸡枞
菌、菊花脑、羊肚菌、牛肝菌、枸
杞叶、松茸等是店里的特色。点
个猪肚鸡锅底，先喝汤，再吃猪
肚和鸡肉，之后将各种蔬菜、菌
菇丢进锅里，别提有多鲜了。冬
日里的满足感由此而生。”账单上
数字并不小，但时琛说，“能暖到
我心坎里的火锅，才有真正的高性
价比。”

“暖经济”升温 火锅备受市民青睐

市民在品尝火锅新品。 （受访者供图）

受冷空气持续影响，海曙区章水镇高海拔山区气温一直保持在 0℃以
下，不少险峻的峭壁之上，出现了壮美的冰瀑奇观，带给人们难得一见的冬
日美景。图为李家坑村的云顶瀑布。 （徐能 张昊桦 李芬 摄）

记 者 沈孙晖
通讯员 林璐瑶 罗梦圆 董俊美

12 月 24 日下午 4 时，镇海招
宝山街道海港社区建筑新村 76 岁
居民周月英早早在厨房忙碌起来。
萝卜烤肉、鹌鹑蛋炖白菜⋯⋯热腾
腾的饭菜一出锅，她便赶紧给同小
区的 54 岁盲人吴师傅送上门。

“萝卜软糯，味道交关好。”吴
师傅尝了口菜后，不禁夸赞起周阿
姨的手艺。

三年来，每逢双休日或节假
日，周月英都会为吴师傅支起“假
日饭桌”，送去三餐。而这些热腾
腾的饭菜，犹如冬日里的一道暖
阳，温暖了吴师傅的生活。

周月英是诸暨人，和老伴在建
筑新村住了 30多年。退休之后，她
每天早上会到南街菜市场的摊位卖
蛋，中午收摊。下午空闲时，周月
英会去小区的凉亭和邻居拉拉家常。

三年前的一天，周月英在凉亭
聊天时，了解到社区里有个吴师
傅，独自居住，眼睛几乎看不见东
西，脾气有些古怪，大家对他有些

“避而远之”。看到吴师傅没人照
顾，周月英不禁动了恻隐之心。

细心观察后，周月英发现，每
到双休日或节假日，吴师傅的家门
口便有散落的咸菜、馒头等残渣。
于是，她带着自己做的家常菜，敲
开了吴师傅的家门，“小吴，我家
今天菜烧多了，你要是不嫌弃，就
尝尝看。”

在周月英的暖心问候中，吴师
傅也打开了话匣子。原来，他视力
残疾一级，系家族遗传，只能隐约
看到一丁点光影。“我每天按固定

线路，摸索着乘公交车到澥浦福利
院打零工，工作日单位供饭，但是
到了休息日，我在家只能拿现成的
咸菜、馒头对付一下。”吴师傅的
境遇，让周月英万分同情。和老伴
商量后，她决定为吴师傅支起一张
专属的“假日饭桌”。

这张“假日饭桌”一摆就是三
年，从未间断——

平日，鱼、虾、菜、蛋等新鲜
食材荤素搭配，营养均衡；逢年过
节，周月英准备的菜品更是丰盛，
春节六道“年夜饭”的菜，国庆天
天休假餐，这令孤身一人的吴师傅
感受到了家人般的温暖。

对于周月英的善举，老伴非常
支持，经常提醒她：“待会少聊会
天，该去给小吴买菜了⋯⋯”

担心吴师傅吃得不卫生，老两
口把自家闲置的小冰箱搬到了他
家；怕吴师傅吃得不安全，夫妻俩
尽量挑出鱼虾蟹螺的刺和壳；看到

吴师傅鞋子破旧，老两口把只穿过
一次的皮鞋送给他⋯⋯

但周月英夫妻对吴师傅无微不
至的关心，一度引起了一些人的猜
疑：他们是不是图吴师傅的钱？

对此，周月英十分坦荡，特意
在凉亭人多的时候，当着大家的面
说了个明白：“俗话说‘远亲不如
近邻’，我力所能及‘搭把手’，不
图任何回报。我还要提醒小吴，无
论谁向他要钱、借钱，都不要给！”

周月英的这一举动，不仅消除
了别人的质疑，也打动了其他邻
居。大家纷纷向周月英夫妻学习，
经常为吴师傅提供帮助。对此，周
月英感到由衷的开心。

“虽然年龄越来越大，我自己
也不知道‘假日饭桌’还能做多
久，但我会尽我所能，一直坚持下
去。”周月英告诉记者，做善事收
获的这份快乐，比得到金山银山还
要满足。

三年来，每逢双休日或节假日

她为盲人邻居支起“假日饭桌”

冬日里的冰瀑奇观冬日里的冰瀑奇观

记者 仇龙杰

冬日夜晚，公交站台一片漆黑
的情景令人困扰。乘客无法看清站
牌信息，只能依靠手机微弱的灯光
或询问路人来获取信息。更为重要
的是，黑暗的候车站台存在安全隐
患。

近日，编号为“8065855”的
网友通过宁波民生 e 点通群众留言
板发帖反映，江北区前江街道长兴
路两侧的公交站台晚上一片漆黑，
涉及的站点有长兴路银海路口站、
御水兰庭南站、柯力电气站、工业
区管委会站等。该网友多次反映，
问题却未得到处理，他希望相关部
门能够及时检查和修复，方便周边
群众乘坐公交。

21 日晚，记者前往江北区长
兴路寻找网友所说的“黑暗”站
台，发现长兴路银海路口公交站台
已经恢复了照明，车次线路的站牌
灯箱也已亮起。然而，御水兰庭南
站、柯力电气站、工业区管委会站
等站台仍然一片漆黑，乘客只能借

着周边路灯的光亮近距离查看车
次。在柯力电气站等候公交的市民
周女士表示，她每天晚班结束后都
在这里候车回家，由于站台太暗，
她常常感到无助和害怕。

记者用手机亮光在站台查看，
发现这几处站牌上有多路公交车
经过，通往海曙、江北、余姚等
不同方向，同时还有奥体中心的
地铁接驳线，这些站点的公交车
末 班 车 时 间 在 18:30 到 20:30 之
间。一名附近小区的居民告诉记
者 ， 御 水 兰 庭 南 公 交 站 台 已 经

“黑”了一个月。
22 日，记者联系了江北区前

江街道相关部门。工作人员表示，
他们已多次联系市公交公司和公交
运营公司。公交运营公司承诺会安
排人员尽快进行维护。街道表示将
继续关注并跟进此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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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下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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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北这几处公交站台
夜间“失明”了

昨天上午，北仑区大榭街道碧海蓝湾小区安置房 （二期） 项目正式启
动抽签工作，1998 套安置房将在本月 29 日前全部分房到户。

碧海蓝湾小区安置房 （二期） 是北仑区重点民生工程之一，总投资约
16 亿元，总建筑面积约 30 万平方米，包含 31 幢高层住宅，1 幢 2700 平方
米社区配套用房。此次分配的房源有 5 种套型。据悉，该项目是北仑区大
榭岛自 1993 年开发建设以来最大的安置房项目。

图为碧海蓝湾小区安置房（二期）。 （孙肖 吴志庆 朱君浩 摄）

大榭最大安置小区开始分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