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景湖社区居民“众筹”办了10桌年夜饭
拉近了邻里感情，消解了矛盾摩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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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殷欣欣 通讯员 陈超波）昨
天，江北孔浦街道朱家社区门前，里外三层围满了
居民。门前摆着石磨、石捣臼、舂头等，吸引了很
多居民上前摆弄。旁边，很多居民在排队领做好
的糯米金团。据悉，朱家社区特地找来石磨、石捣
臼、舂头等老物件，现场让居民们体验了一下做年
糕、金团的氛围，重温了一回记忆深处的年味。而
这些石磨、石捣臼、舂头，是特地从社区一位老党
员鲍师傅的老家运过来的。

“已经记不起有多少年没见过这些老古董了，
今天看到觉得特别亲切，让我想起小时候过年的
场景。”现场一位姓解的阿姨告诉记者。解阿姨今
年71岁，老家在骆驼农村。她感叹说，现在大家
生活越来越好了，而年味却越来越淡了，还是小时
候年味足啊！那时一到腊月初，家家户户就做起
了年糕。因为工序复杂，左邻右舍就合伙一起
做。做的时候，大家分工合作，磨米浆的、蒸米的、
切年糕的……另一位胡阿姨告诉记者，那时过年
之前还会做金团，寓意是“团团圆圆”。“金团的主
料和年糕是一样的，里面裹上馅，然后用印糕板压
出一个形状。”胡阿姨说，她家里至今还珍藏着一
个做金团用的印糕模具，里面刻着龙凤花纹，非常
细致好看，“这还是我奶奶留下来的传家宝！”

昨天，社区请几位居民帮忙，现场做了几百只
金团送给居民。做金团的几位阿姨告诉记者，小
区居民都是附近村子拆迁安置过来的，有一些上
了年纪的人仍保留着过年做年糕、印糕、金团的传
统。“现在做金团的工序简化了，一方面是老的工
具没有了，另一方面大家也懒得费劲了。像今年
这样把大家聚起来用老物件做年糕金团的热闹场
面，已经二三十年没有看到了。”一位阿姨说。

本报讯（记者 边城雨 通讯员 朱娇娇 李
超 文/摄）“到文化礼堂‘敲瓦爿’嘞！”昨天中
午，鄞州区下应街道景湖社区一片喜气洋洋的
景象，80多位居民自掏腰包众筹办起10桌年
夜饭，浓浓的乡情在饭桌上传递。

“敲瓦爿”是宁波老习俗，即若干人凑钱聚
餐，也就是现在的AA制。

“过去阿拉生产队忙了一天，大家累了乏
了，就会‘敲瓦爿’聚餐。”景湖社区老年协会负
责人王智华说，这样的习俗在上世纪六七十年
代最为流行，也是村民们改善伙食、沟通感情
的一种方式。

下应街道景湖社区是拆迁安置小区，成立
于2012年，居民多是来自原柴家、黎明等村的
村民，目前有常住人口1800人，其中老年人
350余人。虽然住进了新楼房，但村民们的感
情没有断，从2013年开始，在社区老年协会的
牵头下，居民们重新拾起“敲瓦爿”的习俗，每
年临近春节时在村文化礼堂里合伙办年夜饭。

今年的年夜饭，居民们报名格外积极。“原

本打算办五六桌，最后因为人数多，增加到了
10桌。”王智华介绍说，人多了办年夜饭的碗筷
盘子不够，还得临时去买新的，居民的热情可
见一斑。

昨天早上5点多，热心居民陆博美阿姨和
其他几位居民一起，早早就去附近菜场买菜，然
后开始张罗这顿难得的年夜饭。中午11点，聚
餐正式开始，烤鳗鱼、白切鸡、咸菜黄鱼、青菜年
糕、芋艿羹……一道道可口饭菜陆续上桌。

“味道交关好，50块钱上哪吃到这样的菜，
还闹热。”居民王美云带着外孙和外孙女一块
来吃饭，对这顿年夜饭赞不绝口。吃饭期间，
会唱越剧的阿姨们还自发表演起来，文化礼堂
内其乐融融。

“老酒碰一碰，万事好商量！主要是让居
民增进感情，和谐邻里关系，平时有些小矛
盾，一起吃顿饭就解决了。”景湖社区负责人
杨丽君说，只要居民们愿意，这样的年夜饭还
会继续办下去，“明年有条件，我们争取办20
桌！”

石磨、石捣臼、舂头
昨天，朱家社区
用这些老物件做了年糕金团
居民们体验了一回记忆中的年味

谁说“AA制”是西方人的专利？印象中，
“敲瓦爿”在民间无论是历史还是流行程度，都
曾经可以与被西方人广泛认同的“AA 制”媲
美。只是到了后来，“敲瓦爿”也好，“AA制”也
罢，被越来越多的人视为小气的表现，请客做
东成为主流。就是在宁波这样“得风气之先”
的地方也不能免俗。有时候聚餐过后，几位争
相埋单的哥们都能打起来。在这样的背景下，
邻里“敲瓦爿”筹办年夜饭确实称得上好新闻。

现在的许多市民，或许对大吃大喝不情不
愿，对大操大办不以为然，对职场应酬“勉为其
难”，对公款吃喝心生反感，但对于社区邻里

“敲瓦爿”年夜聚餐这样的“吃喝活动”，却往往
心生暖意，欣然参与。为啥？可以轻轻松松、
热热闹闹、不欠“人情”地与邻里联络感情不
说，“老酒碰一碰，万事好商量”，平时有些小矛
盾或许一顿饭工夫就真化解了。既有意思又
有意义，难怪景湖社区报名参加的居民会越来
越多。

在美国，许多社区组织一年一度的邻居聚
餐采取的当然是“原汁原味”的“AA制”：通常
要求每家带一个菜或点心，并买些学习用品捐
给穷人家的孩子，大家排队分享各家带来的美
食。可以想象，如果不是以这种形式“众筹”聚
餐所需的资源，那么，就算是在更为富裕的美
国，社区居民或许多年也难得这样“其乐融融”
一次。可以说，“AA制”与“敲瓦爿”都堪称邻
里关系的“黏合剂”。

既然“敲瓦爿”效果这么好，居民这么乐意
参与，那么其他社区为啥不仿效？原来，就算居
民想“敲”也并没有那么容易。景湖社区之所以

“敲”得成，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这个拆迁安
置小区内的居民本来就熟，再加上有社区负责
人的组织与众多热心居民的张罗，离开这些，要

“敲成瓦爿”还差不少火候。因此，那些有心增
进居民感情、和谐邻里关系的社区干部，还需要
花些力气引导居民“众人拾柴”，促成好事。

当然，社区居民“敲瓦爿”可以有多种形
式，并非一定是吃吃喝喝。将自家的宝贝拿出
来举办展览，与邻居一起分享，或许是一种更
有意思也更有意义的“众筹”。几年前，常青藤
小区成立了社区非遗展厅，社
区居民李杰、彭耀宗等纷纷把
自家的家具、器皿、钱币，以及
糕印糕模、雕花床栏、晚清民
国瓷器等“老宝贝”拿出来分
享，累计有1.3万余件，这种家
门口的非遗展示让居民受益
匪浅。这次，朱家社区特地从
居民家里寻来石磨、石捣臼、
舂头等老物件，让居民们现场
体验做年糕、金团，重温了一
回记忆深处的年味。可以说，
这些与“敲瓦爿”异曲同工的
做法，用来黏合邻里关系“交
关赞”！ 胡晓新

“敲瓦爿”媲美“AA制”
黏合邻里关系“交关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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