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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幢幢的楼房，各类完备的社区服务……记者
第一年来此进行“记录”时，眼前是一片菜地和棚户
区，如今的湾头早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都市化
气息浓厚。虽然过上了城里人的生活，但湾头人也
想把自己的传统文化永远留下。李丽说，过去这一
年，几乎与云医院同时落成的，还有湾头历史文化展
示馆，这也是湾头区别于其他社区的特色之一。

在这些展示馆中，记者对其中的“菜农文化”展
示馆印象最深刻——因为宁波最早的蔬菜供应基
地和最早的蔬菜交易所就在湾头，而湾头人种菜的
历史更可追溯到清乾隆年间。“旨蓄由来足御冬，春
秋早韭复秋菘。湾头隙地无闲旷，第一佳蔬雪里

蕻。”这首出自清道光年间戈鲲化的《甬江竹枝词》，
说的就是当年湾头蔬菜种植的盛况。

春天的甜菜心，夏天的梅豆，秋天的萝卜……
在这里，记者看到了湾头一年四季不同的蔬菜。时
至今日，老底子的湾头人还能说出当年流行在民间
的那句俚语：湾头地，勿落空，拔出萝卜就种葱。这
是湾头人田间活四季不停、没有空闲的真实写照。

应该说，“菜农文化”是属于湾头的特色文化，
而展示馆就是要把这些老底子的印记留住。每当
走进这里，如烟往事重新回到湾头人面前，蓑衣、斗
笠、犁耙成为那段岁月的记录者，这也是湾头人勤
劳智慧的见证。

留住老底子的记忆【 】记录时间：2017年2月14日
记录地点：江北湾头
记录者：记者 范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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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来也巧，这天早晨记者来到湾

头，在小区门口正好遇到刚上任不

久的新任社区书记李丽。虽说已有

18年社区工作经验，绝对算是“老司

机”，但李丽仍很谦虚地对我说：“我

才到这里工作没几天，又碰上过年，

估计还是你熟悉……”寒暄着，我和

李丽在小区里走着。

“我来这里满打满算才1个月时间。”李
丽最早在划船社区工作，后调到江北，一头
短发的她显得十分干练，在记者前面大步
流星地走着，动作麻利，说起话来也十分爽
朗。

“刚听到自己要调到湾头来工作，说实
话我心里也有点嘀咕。”李丽说，湾头是有
名的安置社区，大多数居民以前都是种蔬
菜的，这和她以前工作的社区有很大不同。

“周师傅，好啊，过几天到我那里去坐坐
……”边走边聊间，李丽朝着迎面走来的一
位中年人客气地打招呼，这让我颇感意外：

“可以呀，才来没几天就混熟了。”
李丽说，她过年前刚来这里时就觉得，

这么大一个社区，社区活动要多搞一些。
于是，她就想张罗着搞个“义暖湾头”的志
愿者活动聚聚人气。

很快，活动办起来了，现场免费磨剪
刀、理发等，很受大伙欢迎。在现场，这位
周师傅还主动找到李丽，说他会理发，而且
也愿意为大伙服务。“那下次活动我们就可
以找你啦。”一来二去，两人便认识了。

和周师傅一样，李丽在日常走访中发
现，这里的居民对社区活动的参与意识还
是很强的，而通过活动为纽带，让大伙尽快
适应社区生活，成了李丽在这里开展今后
工作的一条新思路。

一路走着说着，记者和李丽来到社区“健康小
站”。屋内开着空调，暖意融融。大厅里一溜长椅，
还有一台正在放着热播电视剧的液晶电视；里屋是
办公间，有一张床，还放着一些简单的医疗仪器。

这是由甬江街道、宁波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和
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联合设立的社区医疗点，可
以为居民提供量血压、血糖、血脂以及做心电图等
一些基础的医疗测量服务，这些体征数据还可以传
输到平台，经过智能分析后存储在云数据库，形成

“个人健康档案”。

数据有异常的，可通过网络先由甬江街道社区
卫生服务中心的医生诊断，也可自动转到“智慧健
康中心”，由全科医师提供看诊建议，这等于是把医
院开到了小区里，非常适合术前术后的随访以及一
些慢性病、亚健康以及老龄人群。

今年70岁的管素琴老人正在这里测血压，她告
诉记者，自己有高血压，要在以前，最近也要跑到附近
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量血压。如今，这个“健康小站”
就设在了自家楼下，出门倒个垃圾也能顺带测下血
压，真是太方便了，“这样的生活以前想也没想过”。

社区里留下老底子的湾头印记

家门口就有“云医院”

社区来了新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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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置小区三水湾一隅。

社区健康驿站 社区幼儿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