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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王颖 通讯员 蔡怀书）昨天，85岁的
唐老太再次来到市慈善总会捐款50万元，以扩大其“圆梦
慈善基金”，让更多的贫困孩子圆大学梦。

慈善总会工作人员说，从2016年10月设立基金到现
在，唐老太已经多次捐款，扩大基金规模。

2016年10月，80多岁的唐老太乘好长时间的公交
车，到宁波市慈善总会捐款6万元，建立“圆梦慈善基
金”。根据老人的意愿，基金主要用于圆贫困学生大学
梦。去年，老太又两次捐款53万元。

昨天，唐老太再次联系慈善总会，请工作人员和她一
起去银行办理了转账汇款手续。

“我们很感动，老人生活非常简朴。她的穿着等都非
常朴素，存折等材料也都是放在半旧的布袋子里。以前来
慈善总会也是坐公交车来的。但是，老人对慈善助学却非
常热心。”工作人员说，至今，唐老太设立的“圆梦慈善基
金”已经扩大到109万元。

老人说，这都是为了履行当初设立“圆梦慈善基金”的
诺言。当时，老人就表示：“我只是想为需要帮助的孩子读
书尽一点点力，我以后还会捐款扩大基金。”临别时，老人
告诉工作人员，今后还会再尽力捐资助学。

据介绍，“圆梦慈善基金”至今已经支出善款45万元，
救助贫困大学新生90名。

昨天晚上6点，崇寿镇健民村活动室里
传来一曲二胡演奏的《西湖山水》，悠扬婉
转。每周三晚上，只要没有其他特别的事
情，黄成同都会跟村里其他文艺队员一起练
习。用二胡演奏完《西湖山水》后，黄成同又
坐到了支在地上的一把大提琴前。同样一
曲《西湖山水》，相比于之前的二胡演奏，此
时大提琴的低吟又是一番别样韵味。

要说起黄成同怎么会对乐器演奏产生
兴趣，那还得从50多年前一个偶然的机会
聊起。“那是上世纪60年代，我家的老宅有
个大院子，晚上吃完饭没事干，邻里邻舍都

喜欢聚在我家院子，或聊天或下棋，消磨夜
幕时光。”他说，那时孩子们白天上完学、割
完草，晚上也会聚到院里成群结队地玩耍。

“我有个爱好文艺的堂兄，晚上也经常出现
在院子里。”他说，“虽说是同辈，我当时就13
岁的样子，但堂兄已经差不多有40岁了。”

这位堂兄笛子吹得动听，在黄成同眼
里，堂兄就是开发他音乐兴趣的启蒙老师。
有天晚上闲来无事，堂兄开始教几个孩子吹
笛子，这个偶然的机会从此激发起了他对乐
器演奏的兴趣，跟着堂兄认真学。没几天工
夫他就能吹奏简单的曲调了。

本报讯（记者 孔玲 通讯员 张庆华）从上车到下
车近半小时，余姚男子徐某的手机没有半刻离手，除了低
头看手机外，竟有两次双手脱离方向盘，一路上更是急刹
连连。徐某的这些举动，都被城乡道路上的的“电子眼”清
晰地摄录下来。近半年来，余姚交警部门依靠169只“电
子眼”查处了5万多起开车打手机的违章行为。

据了解，为了提高拍摄的准确性和图像的清晰度，余
姚市交警部门运用智能卡口系统、视频监控系统等平台，
在运用图像二次识别技术的基础上，甄别驾驶员驾车使用
手机行为，实现非现场证据采集。一旦驾驶员有接听、玩
手机的动作，均会被“电子眼”清晰地记录下来。为了确保
驾驶员面部的清晰度，保证证据的确凿性，有的还应用了
人脸识别技术。

目前，余姚交警大队卡口系统每日接收图片达600余
万张，在经过系统后台二次识别及筛选后，对驾车使用手
机违法行为进行集中录入系统，据情报指挥中心人员介
绍，平均每日录入250起左右。

据统计，自去年9月到现在，该大队已经查处驾车使
用手机交通违法行为52750起。余姚市因驾车使用手机
引发的交通事故和受伤人数同比分别下降 10.2%和
9.6%。

本报讯（记者 毛雷君 通讯员 蒋慧）近日，鄞州区市
场监管局在对“放心秤”项目的电子计价秤计量检定时，发
现姜山农贸市场某河鱼摊的电子秤存在计量作弊功能。

检查人员发现，当用2000克的标准砝码进行称量时，
河鱼摊的电子秤显示为2300克，用4000克的标准砝码进
行称量时，该电子秤显示为4600克，检查人员当场认定该
河鱼摊位的电子计价秤具有作弊功能，并依法予以扣押，
进行立案处理。

经查，该电子秤是摊主在个人上门推销时购买的，该
电子秤的作弊方法和功能很简单，先输入密码“123+去
皮”键，然后按“1”、“2”、“3”键，“1”键表示2000克的实际
货物重量电子秤显示是2100克，“2”键表示2000克的实
际货物重量电子秤显示是2200克，“3”键表示2000克的
实际货物重量电子秤显示是2300克，以此类推。

自学中西乐器50多载
二胡、扬琴、大提琴、长笛信手拈来

因10来岁时听堂兄吹了
一曲美妙的笛音，竟然50多
载醉心乐器演奏，自学二胡、
扬琴、大提琴、长笛等多种中
西乐器，慈溪崇寿镇健民村的
66岁老汉黄成同，被当地的村
民奉为“乐器大神”。

从学吹笛子培养出乐感后，黄成同又对
二胡产生了兴趣。“那时二胡没那么容易买
到，况且家里也没有闲钱给我，怎么解决？
老爹自己动手帮我做了一把。”他回忆道。
他父亲是个木匠，专门做家具等木工活。用
木头制成琴杆，竹筒就是琴筒，没有蛇皮便
用癞蛤蟆皮代替，编织草帽的金丝草沾上松
香成了琴弦，一把纯手工的二胡就做成了。
虽然音色、音质、音准并不完美，但已足够让
他爱不释手。不久，他开始利用业余时间参
与当地一些戏曲演出的伴奏。

不过，黄成同并没有满足于只会这么一
两种乐器，在20来岁时又加学了板胡，之后

更是通过看书、看视频、找人请教等方法，掌
握了大提琴、扬琴的演奏方法。“乐器演奏也
都是相通的，只要喜欢琢磨，会一样就能懂
多样。”前两年在电视上领略到长笛的魅力
后，黄成同又为自己添置了一支长笛。

从成年后在生产小队参加集体劳动，到
上世纪80年代在慈溪庵东的工艺美术制品
厂上班，再到后来做油漆工的30年，无论白
天工作有多辛苦，晚上他都要抽空练习。“现
在，我的两个儿子学有所成，都在杭州成家
立业了。前年开始，我也不再出去接活干
了，家里基本没有要操心的琐事，就有了更
多时间和心思可以玩我喜欢的乐器了。”

如今，会演奏乐器这项特长让黄成同成
了在崇寿、庵东等地小有名气的民间文艺“红
人”，被当地村民奉为“乐器大神”。现在，他
不仅是老家崇寿健民村文艺队的领头人，在
其所住的庵东富民村也有他活跃的身影，就
连崇寿傅家路村、庵东红星村、镇东村等一些
周边村庄在组织文艺活动时，都会请他去帮

忙出谋划策。
“玩了50多年乐器了，就是玩不腻。”黄

成同说，一辈子热爱乐器，也让他从中悟出
了一些为人处世的道理。美妙的乐曲可以
消除人生中的浮躁，让人更加淡定地面对生
活。

记者 吴震宁 通讯员 陆超群 王烨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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