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截至昨天，本报已收到300多组照
片和征文，当一幅幅在时空中演绎过的
画面再次重现，碰撞出记忆的火花，让人
仿佛沉浸在过往的岁月中，也让人读懂
了宁波的今昔巨变。

朱申甫发来的14张题为《我住朝
阳》的老照片，记录了海曙朝阳新村居民
生活的点滴。朱申甫说：“朝阳新村建于
上世纪80年代，2015年初列入危旧住
宅改造。”翻阅他发来的照片：小区端午
节烹饪赛，居民们各显身手；腊八节，小
区派发腊八粥，回味浓浓的邻里情；社区
消防演习，居民用毛巾捂鼻逃离。“这张

是2009年拍的。朝阳新村沿铁路建造，
我们见证了2009年宁波铁路南站由终
点站发展成枢纽工程的施工盛况，南站
铁路从蒸汽机车发展为内燃机车，从而
进入电气化的高铁时代。”

尽管满怀不舍和留恋，但是由于小区
老化逐渐沦为危房，周边的建设也让老小
区成为了低洼地。“这张是2012年，海葵
台风过境后，朝阳小区积水严重的画面。”

罗飞鸿拍摄了一组潜龙社区的照
片。“潜龙社区经历了30余年风风雨雨，
一代甬城人在这里出生、成长，走出家
门，弄潮浪头。作为江东区最早列入棚

改计划的老社区之一，目前已是人去楼
空，但仍然留下了许多岁月的痕迹。”因
此今年3月20日，在潜龙社区即将拆除
之前，他用镜头记录下该小区珍贵影像。

蔡建国拍摄的《最后的守望》组照，拍
摄地是江北孔浦拆迁地块。“孔浦是我曾
经生活过的地方，目前部分区域被列入棚
改范围，这是造福民众的大好事，不久后
这里又将是一方幸福宜居之地！”为参加

“宁波棚改记忆”大赛，他特意故地重游。
“一路走来，看到老居民、动物、树木以及
被遗弃的布娃娃等‘最后的守望者’，似乎
在向我诉说着过去、现在和将来！”

棚改老照片演绎宁波今昔巨变
“宁波棚改记忆”邀您继续晒照片、晒美文

自3月21日“宁波棚改记忆”摄影大赛正式启动以来，目前本报已收到300多组“棚改记忆”照片和征文，我们邀您继续晒照片、晒美文。
“宁波棚改记忆”摄影大赛暨征文活动由市住房保障管理中心和宁报集团都市报系、宁波通讯杂志社、宁波市摄影家协会联合举办。摄影大
赛和征文的征集活动5月21日截止。目前，距离征集结束还有1个月，欢迎读者朋友们积极参与、踊跃投稿。

大赛征集活动
5月21日截止

“宁波棚改记忆”摄影大赛暨征文活动
仍在火热征集中，征集活动5月21日截止。

摄影大赛作品，须反映宁波棚户区改造
的历史和现状，居住环境以及精神面貌的变
化，棚改中涌现出来的典型人物及先进事迹
等内容。欢迎选送棚户区改造前反映社区
旧貌、生活记忆、邻里情谊等的老照片。作
品形式不限，彩色、黑白、单幅、组照（每组照
片不少于4张）均可，但要紧扣“宁波棚改记
忆”主题。（具体棚改社区范围详见2017年3
月 21 日《宁波晚报》A3 版、《东南商报》A3
版）

投稿方式：作品须注明拍摄地点、名称
以及不少于100字的说明，并附上作者姓
名、联系地址、电话等信息。请以电子版形
式报送，不予退稿，老照片需扫描或翻拍成
电 子 格 式 。 摄 影 作 品 发 送 至 邮 箱 ：
3402680589@qq.com，标注“宁波棚改记
忆”摄影大赛投稿。

奖项设置：一等奖：现金4800元（1名）；
二等奖：现金3000元（3 名）；三等奖：现金
1500元（5名）；入围奖：现金200元（90名）。

此外，同步开展“我的棚改故事”征文活
动，作品要求原创，题材不限，字数800字以
上，优秀稿件将在本报专版上进行选登，欢
迎市民投稿。 记者 周科娜

在征集“棚改记忆”照片的同时，本
报同步开启“我的棚改故事”征文活动。
这些征文里，邻里互帮互助的深情、棚改
的喜悦、故地重游的感触等，让人动容。

黄承漳的一篇《浓浓邻里情》的征文
让我们深受感动。他在文中写道：“2013
年10月7日，台风‘菲特’给余姚带来了
百年不遇的洪水。早上地面仅有一些积
水，午后迅速上涨到了膝盖，傍晚已停电
停水。梦中依稀听见苍老的声音在喊
我：‘黄老师，黄老师，开开门！’门外3人
是楼下102室应老伯夫妇和他们的儿
子。应老伯说‘楼下洪水已没过床沿，想

在你家求个宿’，我一口答应。这一住就
是四昼夜，期间断水断电断信息。住在
502室有6位外地青年，8日那天背来一
袋米。得悉他们无水烧饭，我妻是热心
的楼长，主动送上我家积存的自来水。
年轻人闲来无事，我又借给他们象棋和
书刊。我儿子送来太阳能充电器，为大
家断电的手机恢复了功能……在大灾之
中大家相互照应，楼上楼下一下子成了
一个和谐的大家庭。这种画面，如今回
想起来仍然非常感动！”

王水成的一篇《陆师傅的笑容更灿烂
了》的征文，写的是认识了10年的朝阳新

村修车师傅因棚改后改善了居住条件的故
事。王水成说，10年前，他在朝阳新村对
面小区买了房子，认识了家住朝阳新村的
自行车修车师傅老陆。“陆师傅一家四口
原先挤在40几平方米的房子里，2013年
10月因台风引起的内涝让‘低洼地’住户吃
尽了苦头。被拆迁安置以来，陆师傅有了
两套新房，将其中一套扩户后给了儿子。”

“人逢喜事精神爽！如今的陆师傅，
为客户修理起自行车来变得特别卖力，
且成天都笑呵呵。‘棚改’让百姓真正得
了实惠，给了百姓以实实在在的福祉。”
王水成不无感触地说道。

大灾面前的邻里情 如今回味起来依然难忘

从一张张老照片读懂宁波今昔巨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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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大学明州医院新生儿科副主任
秦淮表示，时下许多热门的婴儿保健品
其实都是正常宝宝不需要的。以补铁来
说，宝宝6个月前一般不缺铁，不会出现
缺铁性贫血，6个月后由于这方面耐受
力比成人强，一定程度的缺铁也不会造

成贫血。盲目补铁反而会造成消化道损
伤。

家长们容易由宝宝偏瘦、吃得少、长
湿疹等情况联系到免疫力低下，事实上
两者不构成因果关系。“人的免疫力就相
当于一桶水，一桶满满的还加了盖的水，

一般情况下是不会洒出来的，对婴幼儿
来说，一般的感冒发烧拉肚子，不仅不会
降低反而还会刺激免疫力，是好事。”秦
医生指出，通过各种保健品提高免疫力，
相当于往已经加满水的桶里继续加水，
浪费钱也浪费感情，有时还很危险。

医生说：瞎“补”浪费钱，还很危险

6个月大宝宝，常吃的保健品竟有11种
新妈妈得反思：在育儿方面，是不是太焦虑了？

“我给儿子买了10多种保健品，在吃不吃的问题上，跟家人都吵了好几次了。”昨天，家住鄞州区的胡女士联系
到本报记者，说在育儿方面碰到了难题，她所在的妈妈群里不少新妈妈也面临同样的难题。

胡女士今年36岁，宝宝刚满6个
月，出生时评分为10分。起初，除了医
生推荐的鱼肝油，胡女士并没有额外给
宝宝吃保健品。但在给宝宝办百日宴
时，一些亲戚朋友说宝宝有点瘦小，是不
是营养没跟上？“有个刚当妈妈的亲戚，
说给宝宝买了好几种国外的保健品，宝
宝吃得可好了，胃口大，消化好，比同龄
宝宝大一号，抱出去的时候大家都夸她
养得好。”胡女士说。

不久，胡女士也购买了亲戚推荐的

几种婴儿保健品，有维生素D、DHA胶
丸和益生菌粉，坚持每天给宝宝服用。
后来，胡女士又陆续给宝宝买了综合营
养素、乳铁蛋白饮液。一周前，胡女士无
意中发现宝宝指甲上长了白斑，查阅资
料后得知，这可能是缺锌，也可能是缺
钙，“为了保险起见，我把补锌的滴剂和
补钙的胶丸都买了，每天混在奶粉里喂
宝宝。”胡女士说。

上周，为了预防宝宝感冒，胡女士买
来“三驾马车”，这是国外一个知名婴幼

儿保健品公司的招牌产品，包括维生素
C在内共有3瓶营养液。

粗粗一算，胡女士经常给宝宝服用
的保健品竟有11种。

记者在一个群里做了个小调查。群
里共有25名妈妈，其中两人生了双胞
胎，所以共有27名宝宝。除了医生要求
服用的鱼肝油外，22个宝宝在服用其他
保健品，其中15名宝宝同时服用3种以
上保健品，7名宝宝同时服用5种以上保
健品，最多的同时在吃12种保健品。

6个月大宝宝，每天变着花样“补”

胡女士非常担心由于自己的原
因，让宝宝输在起跑线上。宁波市心
理咨询治疗中心心理咨询师金琼表
示，新妈妈容易焦虑，容易在育儿问
题上跑偏。一些妈妈给宝宝买那么多
保健品，心里也知道这些保健品未必
能发挥多大作用，与其说她们买的是

保健品，不如说是买一个放心，买一
个安慰。

胡女士经常在微信群里和其他妈妈
交流，金琼认为，这是好事，可以获得
一些情感支持。但最好还是走出去，参
加由医院组织的一些育儿沙龙、育儿讲
座，可以同时获得专家意见，不致于摸

着石头过河，越摸心越慌。
为母不易，家人也要理解这一点，

多给予新妈妈一些支持，良好的家庭氛
围既有助于缓解大人的负面情绪，也能
促进宝宝的身心健康。

记者 童程红
通讯员 郭军 姚璐璐

新妈妈要反思：是不是太焦虑了？

今日谷雨，拂面而过的是“二十四番花
信风”中的最后一波，听起来颇有几分“一
年花事到荼蘼”的伤感。花，真的就这样开
好了吗？

《吕氏春秋》中说：“风不信，则其花不
成。”简单来说，就是过去的人们把花开时
吹来的风当做传递花讯的“使者”，并给它
取了个好听的名字叫“花信风”。

“花信风”自小寒节气开始，一直延续
到谷雨节气结束。正如《岁时记》中记载：

“一月二气六候，自小寒至谷雨。四月八气
二十四候，每候五日，以一花之风信应之。”
这便是“二十四番花信风”的由来。

过去人们对“二十四番花信风”的重
视，可不仅仅是为了赏花的需要，俗话说

“花木管时令”，花信风同时也反映了季节、
气温的更替，人们可以通过“什么花开了”
来掌握农时、安排农事，就像民谚说的：“桃
花开、燕子来，准备谷种下田畈”等。

谷雨节气在每年4月20日或21日。在
通常的认知中，此时仍是百花争艳的时节，为
何“花信风”偏偏到这个节气就戛然而止了呢？

市植物研究专家林海伦说，以谷雨节
气作为“花信风”的收尾，并不是说一年的
花事到此就结束了，更多是指春花“落幕”，
夏花“登场”。谷雨节气的到来，意味着时
至暮春，柳絮飞落、牡丹吐蕊、樱桃红熟，

“人间四月芳菲尽”。
“但花还是会一茬接一茬地开。”林海

伦说，“尤其像月季、蔷薇，到了盛花期，开
得如火如荼。相比谷雨前开的春花，谷雨
后开的花常常会呈现一个明显的特点，就
是花期比较长，可以延续半个月到20天。”

记者 石承承

“辣手摧花”的谷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