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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热天你们还特地过来，太辛苦
了！”昨天，家住海曙石碶的老兵张师傅
紧紧握住来访社工的手，连声道谢。这
一个多月来，海曙区社会工作协会的社
工们一直在做一件事——为退伍老兵、
军属送去关爱。他们顶着酷暑，走入村
镇，探访退伍老兵、军属，倾听老兵们的
日常琐事，记录老兵所需，并对接好爱
心企业、爱心人士，满足老兵的需求。

耳朵不灵光——
我们联系捐赠助听器

社工们走访的第一个老兵，是家住
章水镇蜜岩村老兵应忠表，他今年已经
94岁了。那天，老人特别高兴，从柜子
里翻出了抗战胜利70周年的纪念章戴
上，还要跟大家一起合影。“谢谢你们过
来，还陪了我这么久……”老人说，他这
些年生活都还过得去，就是耳朵不太灵
光了。老人随口说的一句话，细心的社
工却记在心上。他们回到单位后开始
联络医疗服务团队的志愿者，打听助听
器购买的事宜。一副助听器价格并不
便宜，在社工的多方联络下，几天后，一
医务志愿者团队的负责人找到了社工
协会，他们主动提出愿意为老人捐赠了
一副助听器，让老人乐享晚年生活。

晚辈读大学有困难——
我们会来帮助您

横街有位老兵王师傅，社工们在提
前了解情况时，村民说他有点“不好说
话”。上门走访那天，出乎社工们的意
料，这位老人早早地在门口等候了。社
工刚进屋坐下，老人就打开了话匣子，
拉着大家回忆起那段激情燃烧的岁
月。听老人讲完后，社工问他：“老人
家，您子女在什么地方啊？”刚刚还非常
兴奋的老人一下子沉默了，良久才说：

“他逃走了……”原来，老人有个儿子，
前些年发生意外去世，留下了一双儿
女。如今，家里就靠着老人的退休金和
儿媳妇打工的微薄工资支撑着。

老人说，现在他还不需要帮助，如果
有什么需要村里也会帮忙，唯一担心的
是，孙女和孙子读大学时，家里的经济
情况可能会有困难。社工们将老人的
讲述和需求记下，并劝说老人放宽心，
到时候他们可以帮忙对接爱心人士。
老人连连点头。

昨天，记者从海曙区社会工作协会
了解到，这次走访老兵活动是由社会工
作者带领，协同心理咨询师、专业医疗
团队、志愿者等共同开展的，运用社会
工作专业方法，通过倾听了解老兵和军
属的需求，搭建平台对接社会资源，为
他们提供专业服务。活动将一直持续
到今年10月份。

记者 王思勤 通讯员 廖佳敏 文/摄

本报讯（记者 吴震宁 通讯员
洪琦 文/摄）昨天，国网宁波供电公
司江北供电分公司为慈城镇国庆村
文化礼堂接上了电，慈城镇又一个
农村文化礼堂正式向人们开放了。

重拾村落文化，聚合文化团队
——如今，我市的农村文化礼堂，
已经成为农村文化建设和精神文明
建设的亮丽名片。农村文化礼堂承
载着乡村文脉、浓缩着村落文化，
它是新时期农村老百姓的精神家
园，也是重塑基层文化的一个重要
载体。江北供电分公司自国庆村农
村文化礼堂规划之初，便积极配合
镇政府设计供电方案与线路走向，
现场查勘确认配电设备选址，为文
化礼堂的用电夯实基础。

据了解，随着国庆村文化礼堂
的通电启用，江北慈城镇至今已建
成公有、五星、王家坝、毛岙等共
13个农村文化礼堂。

慈城镇国庆村
文化礼堂建成开放

70后吴国华是地道的周巷人，此前，他已经在新疆
做加工和批发红枣生意多年。2012年，他发现慈溪市
面上销售的冬枣来自河北、新疆、山东等地，经过长途运
输和经销商、超市等环节，采摘后超过一周消费者才能
拿到“鲜果”，便产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北枣南
种”。2013年，吴国华将一批购得的冬枣树带到了周
巷，“天山雪枣”由此从大漠戈壁来到杭州湾畔安家落
户，而吴国华也从商人变成了农民。

吴国华聘请了专业的管理和技术人员进行“天山雪
枣”的培育和试验。“水土不服”一直是新品种植最大的
难题，原产地新疆向来是世界公认的“水果优生区域”，
长时间的日照为这里的水果提供了充分的光合作用，而
慈溪多阴雨和季风。试种的前几年，吴国华枣园里的挂
果一直不成功。但他毫不气馁，从浙江省农科院以及新
疆、河北、陕西等多地请来农科专家，有的长期在周巷蹲
点，有的定期来把脉，而他则常年跟着专家们在枣园里
打转，像个小学生一样讨教经验。经反复钻研，终于在
去年实现了枣树的大面积挂果。今年预计平均亩产量
超过2000公斤，是去年的两倍。

潜心钻研6年终获成功

“天山雪枣”
杭州湾畔结硕果
华东最大新疆冬枣种植基地

迎来采摘旺季

在慈溪周巷天灯舍村周西公路的最北端，有一处名为骏
万亿果蔬农场的宁波市精品农业示范区，种植着来自新疆的
“天山雪枣”。这几天，这里的冬枣已经硕果累累，进入了采摘
旺季。经过6年的精心培育和技术攻关，周巷人吴国华和他
的专家团队已经打造出了一个华东地区规模最大的新疆冬枣
种植基地，吴国华也成为成功引种新疆冬枣的华东第一人。

有故事跟我们讲讲
有难处与我们说说

海曙区
社会工作协会
情暖老兵

树上有枣、林下养鸡、水中游鱼——近两年，吴国华
的农庄从单一种植向农旅融合发展迈出了一大步。在
农场剩余的100多亩土地里，吴国华还种上了雪菜、毛
豆、玉米、花生等，在枣林中放上桌椅，供客人喝茶休闲
聚会。春季枣花飘香，秋季硕果累累，随着农庄开始提
供观光休闲服务，游客可以在欣赏枣园美景的同时亲手
采摘、品尝鲜枣，还可休闲、烧烤、垂钓。

下一步，吴国华打算进一步完善硬件设施，将农场
打造成集采摘、垂钓、餐饮、观光于一体的农家乐休闲综
合体。在这里，鲜果、干品，总有一味适合你。“朋友来
了，我们就地取材办农家菜，一点不难！”

记者 吴震宁 通讯员 岑俞贝 文/摄

从单一种植走向农旅融合

如今的骏万亿果蔬农场，吴国华已种上了200亩冬
枣，成为华东地区规模最大的新疆冬枣种植基地，挂果率
更是不断提升。“与新疆产的‘天山雪枣’相比，我们改良
的新品种皮更薄、水分更多、口感更鲜甜。”吴国华说。

在农场的枣树上，记者看到，自然成熟的冬枣果皮光
滑，黄色搭配赤红点缀；凑近一闻，浓浓的香气扑鼻而来；
轻轻一咬，那叫一个“嘎嘣脆”，再嚼一口，肉质脆而细腻，
满口的滋润，满口的香鲜。不管个头大小，爽脆、鲜甜、多
汁都是主基调。

“除了追求口感的诱人，我们更坚持打造绿色、有机
种植。”吴国华说，基地施用充分腐熟的有机肥，从根本上
促进枣树的生长发育和土壤有益微生物的存活率，调节
果园的生态环境，减轻病虫害的发生。同时加强人工耕
作，增加人工除草的次数，每年花一大笔费用以请小工拔
草，另外一笔钱花在请枣树“喝酒”上。原来果园不采用
农药喷洒除虫，而是将白酒兑水自制杀虫剂，从开花、挂
果到成熟，做到无污染、无病虫害，冬枣可即摘即食。

白酒兑水自制杀虫剂

社工上门为老兵送去关爱。▲

手捧“天山雪枣”的“农场主”吴国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