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左过2，右串2；左过3，右串1；左不过，右串4……”如果没
有人指点，这样“没头没脑”的文字，是不是更像是某本武功秘籍
里的招式？

没错，这些是招式，却并非“武林绝学”，而是范银娣奶奶用来
教授制作串珠的“教程”。在镇海招宝山街道胜利路社区清川佳
园小区自治互助站的都阿姨手工坊里，今年75岁的范银娣，就是
这里的“总教习”。

昨天上午，记者来到该手工坊里一探究竟。在小区一幢居民
楼的二楼，有间面积约七八十平方米的房间，里头满满当当地放
着许多手工制品，剪纸、中国结、串珠、帽子……犹如一个小商店，
琳琅满目。

“都阿姨手工坊”是其中一个小隔间，面积不到15平方米，9
名年纪稍长的阿姨们正围坐在长桌旁，一边热热闹闹说着话，一
边忙活着手里的剪纸。这其中，有人在裁纸，有人在画样……手
指翻飞，一切都显得熟稔而利索。

不一会，桌上叠起了厚厚一摞“春”字。“这些剪纸，你们是自
学的还是有人教？”记者一打听，阿姨们不约而同地将目光投向了
在外间大厅里坐着的一位老人：“那是范奶奶，都是她手把手教我
们的。”

大厅也摆着一张长桌，桌上摆着不少串珠原材料和成品。范
奶奶正聚精会神地指导一名阿姨，“这里，左边要过1个，右边串2
个，对，这个白色的珠子……”

“这里的串珠，都是范奶奶教的。”胜利路社区的网格长李永
杰告诉记者说，范奶奶会的可多了，别看她已经是七旬老人，但精
神矍铄，心灵手巧。

说话间，范奶奶拿出了一个红色封皮的文件夹。打开一看，
一叠A4纸上密密麻麻地写满了制作串珠的技法。从中可以看
到，即便是狗，也有花绒狗、北极狗、转头狗、转头花狗等不同的种
类，不同的技法，非常繁琐，有些写了满满两页纸。

“是以前买回来过，拆开，自己琢磨一下，再装回去，这就算学
会了。”范奶奶高兴地说，这些手工活也是触类旁通的，秘诀在于
多看、多动手、多思考。很多其他作品，她只要看到形状就能琢磨
着自己做出来。现在，她把自己的经验和手艺，都倾囊传授给社
区的阿姨们。

至于这些“教程”，则是范奶奶一笔一划手写出来的心血。“要
上课了，我就给她们复印好，每人发一张，对照着学。”范奶奶告诉
记者，如果把她会的剪纸、胸针、中国结等都算进来，她怕是会上
百种手工技法！

都杏娣是这家手工坊的负责人，据她介绍，今年以来，她们完
成手工成品6369件，送给973人，义卖筹得2125元。平时这里
有28名阿姨在做手工坊，固定时间是每周五下午。“范奶奶的加
入，可以说是‘打开了局面’，吸引了社区很多退休的老年人来参
与，而且做出来的成品质量很高，大家反响都很好。”

记者 马涛 通讯员 罗梦圆 乐巧琼 林意然 文/摄

融入新故乡 从默默无闻到志愿红人
“大爷，这些易拉罐是可回收垃圾，那些有污渍的纸是不可回收垃

圾，要把它们分别扔到相应的垃圾桶里！”昨天上午，4位慈溪新市民志
愿者走进附海镇东海村高家片区，给老人们上了一堂别开生面的垃圾
分类课，领头的就是新市民志愿服务之星、向玲志愿服务站的负责人向
玲。

21年前，苗族小伙向玲从湖南邵阳来到慈溪，8年后落户附海镇东
海村。之后的整整13年，他靠着一颗热衷公益的心成为了老乡们眼中
的楷模，被选为附海镇的最美“新东海人”。他还凭借着自己的勤劳和
真诚，从打工者成功转型成了一家小企业的老总。

在完成了自身的融入和发展之后，向玲总觉得要为村里做点事。
在村委会干部王孟灿的介绍下，向玲迈出了自己从事志愿者服务的第
一步。“2013年，向玲主动找到我，说想为村里出点力，于是我们团支部
搞活动就叫上他，他每次都积极参加。”东海村党总支副书记朱威迪对
向玲的首次到访依然记忆犹新，“后来，村里设立了民情驿站，向玲成为
其中唯一一位以新市民身份参与的义务协调员。去年台风来袭，他终
于如愿被‘委以重任’，加入抗台第一线，真正开始了志愿旅程。”

那次抗台，向玲不仅和村干部一起现场排摸危房，还主动转移安置
新市民到自家的厂房，送吃的喝的，直到台风离去。向玲热心为村里服
务的光荣事迹，为自己赢得了东海村民的广泛认可和赞扬，也在新市民
心中树立起了“老大哥”的形象。从那以后，文明交通劝导、平安夜巡
……处处都有他和一帮同样希望为乡里服务的新市民们的身影。

独木成树林 更多新市民乐享志愿
“虽然我在慈溪待了二十年，可以前总觉得自己只是个过客，毕竟

这里不是家乡。但现在，我感受到这里就是我的第二故乡，找到了和在
老家一样的亲切和温情。”向玲说，这种对家乡的爱，让他在今年年初慈
溪全市环境整治百日行动中完成了“独木成林”式的转变。

今年年初，听说村里环境卫生整治任务艰巨，向玲延迟了工厂开工
时间，召集了二三十位老乡参与环境整治。每天早晚，清扫垃圾成了他
和老乡们的主要工作。在向玲的感召下，又经历了环境整治的艰辛体
验，老乡们对环境保护有了深刻的理解，纷纷表示以后再也不乱扔垃
圾，要做一个文明市民。

正是看到身边这些新市民志愿者的无私奉献，越来越多外来务工
人员也纷纷加入进来。不到一年的时间，来自贵州的马红，从一名普
通的务工人员，成长为志愿者队伍中出色的“老娘舅”，调解新老市民
劳资纠纷、家庭矛盾等；附海卫生院医生海丹丹是蒙古族人，来自辽
宁阜新，作为志愿服务站的成员之一，从参政议政到圆桌夜谈，从日
常义诊到民情恳谈会，她不但为医生群体发声议事，更为第二故乡的
发展建言献策……

至此，附海镇也通过探索以志愿服务为“红线”，以新市民（少数民
族）志愿服务站为基点的社会基础新市民（少数民族）自治模式，积极引
导新市民（少数民族）参与文明劝导、关爱弱势群体、五水共治、环境整
治、民主协商等志愿服务活动，增强了本地居民对他们的认同感，有效
促进了新老市民的融合，成为了乡村善治的重要一环。

记者 吴震宁 通讯员 潘晓晓 文/摄 “总教习”范奶奶。

一大早上街去帮助文明交通劝导、下班了就赶到村里义务清理环境卫生、晚饭后还得去当“老娘舅”调解矛盾……这些事情，在
如今的慈溪附海镇，早已成了来自天南海北的新市民们积极投身的志愿服务工作。

在附海镇，这个外来人口比例远高于本地人口的花木之乡、小家电之城，在慈溪市首个新市民（少数民族）志愿服务站——向玲
志愿服务站的引领下，一支由112位新市民志愿者组成的队伍，已然成为当地志愿服务的中坚力量。

同心同行 乐享志愿
慈溪附海新市民成志愿服务中坚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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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负手工艺技术 手写上百种招数技法

小区手工坊里
有位“身怀绝学”的总教习

志愿服务队队员向居民宣传垃圾分类知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