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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范洪 通讯员 章燕培 周慧卿 文/摄）昨日，浙江省交通
集团沪杭甬公司余姚所组织员工开展了“浓情过端午”活动，包粽子、做香囊、
煮茶叶蛋……员工们人人动手，体验了一回节日的快乐。

食堂的餐桌上摆满了粽叶、糯米、腌制好的咸肉，“裹粽能手”小李一手将粽
叶裹成沙漏型，一手不停地将糯米注入到粽叶里，然后用筷子将糯米杵结实。不
一会儿，整齐划一的粽子就摆满了桌面。与此同时，大锅里的茶叶蛋早已飘出了
阵阵香味。

食堂里粽香四溢，三楼员工活动室则芳香扑鼻，“巧手”小章带领大家做起了
香囊。随着民俗的演变，如今端午节小孩佩香囊不但有避邪驱病之意，而且有襟
头点缀之风。这一针一线缝制出来的香囊，蕴涵了一份真挚情意。粽香、蛋香、
香袋之香遥相呼应。收费所的员工除了收获这份惊喜外，还将一部分粽子和茶
叶蛋分装好，与香囊一并分给过往的司乘人员。

高速公路职工

包粽子
做香囊
分给过往
司乘人员

端午女婿要挑“端午担”
鹅象征对爱情忠贞不二

端午节，宁波女婿要挑“端午担”，这
其中，鹅是重头戏。

象山民俗专家卢圣贵说，旧时出嫁的
宁波女儿在端午节这天要回娘家，女婿要
挑“端午担”，少则四色，多则八色。其中
鹅要成双，鹅头颈涂红颜色，路上鹅叫得
越响越好，称“吭吭鹅”。“现在，象山很多
地方，依旧保持着这样的传统风俗。”

为什么鹅是端午担的“标配”呢？卢
圣贵解释说，这是因为鹅很忠诚，端午给
丈母娘送鹅，其实就是表达忠诚。

在象山，小孩有“开荤”的讲究。用鹅
头开荤寓意宝宝跌跤时，会像鹅一样把头
翘起来，不至于头颅受伤。同时，蕴含着
家长的美好祝福，希望宝宝长大后能抬头
挺胸，堂堂正正做人。

鹅制品成“端午担”常客
熟食店备下400只烧鹅

宁波人素有端午节吃鹅的习俗。大
白鹅肉质鲜嫩松软，清香不腻，营养全
面。每年端午前后，鹅制品成了家家户户
必不可少的一道菜。

昨天，在象山海洋酒店，一场“全鹅
宴”火热开席。一只象山大白鹅，大厨捣
鼓出了17道菜。“鸿运当头”“高鹏展翅”

“脚踏实地”……连菜名都很“惊艳”。
尝不到“全鹅宴”，更多的市民会选择

购买各类鹅制品。昨天，在舟孟北路上的
“雄兴烧鹅”熟食店，记者看到购买熟食的
顾客排起了长队。

“端午节，要吃点鹅，这是老底子的习
俗，我在这里都买了好几年了。”顾客张阿
姨开口就买了两份礼盒装的烧鹅。

店主沈女士一边收银，一边忙里偷闲

接受了记者采访：“每年端午前后是烧鹅
生意最好的时候，平时一天能卖七八十
只，这两天，店里的烤炉几乎没停过。今
天卖了200多只，明天我们准备了400
只。”

“鹅二代”接过接力棒
光卖鹅，一年产值千万元

“童子驱鹅女侍羊”，这句流传千年的象
山民谣，见证了象山养鹅的历史。说起来，早
在晋代时，象山就有人饲养白鹅。

这几年，象山白鹅走向全国，知名度
越来越高，成为一年撬动2.78亿元的大
产业。这背后，有越来越多的“鹅二代”接
棒，在他们手上，养鹅变得不一样了。

今年36岁的“大块头”翁小海是个
“鹅二代”，他从2009年开始养鹅。说起
这10年来的变化，他颇为自豪：“我接手
的时候只有100只鹅，现在有10万只了，
年产值从1万元做到2000万元。”

“在象山，说自己养鹅，是很有底气
的。”翁小海直言，“我希望有朝一日，象山
白鹅能走出国门，把品牌打到国外去。”说
完，他自己都笑了，“梦想还是要有的，万
一实现了呢。”

今年 52 岁的陈文杰同样是“鹅二
代”，养鹅已经35年，目前的白鹅规模高
达20多万只，年产值6000万元。

“老一辈是传统养鹅，我们是科技养
鹅。”陈文杰说，以前采取母鹅孵化，现在
则改用机器。前两年，投资800万元的孵
化基地成立，一个孵化箱就能孵化9000
个鹅蛋，温度和湿度能自主调节，孵化率
大大提高。“这几年，反季节养鹅的产量越
来越高了，明年可以达到3万只。”

说起种种变化，陈文杰脸上洋溢着笑
容。“现在全国各种鹅的品种很多，我就想
着，在我们这一代，能让象山白鹅成为全
国的‘头牌’。” 记者 薛曹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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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食店一天卖掉200多只烧鹅
“端午担”为何要挑鹅？用鹅头开荤有什么寓意？

一只鹅，撬动了2.78亿元的大产业。没错，这就是象山白鹅。
端午节，宁波人“无鹅不欢”。在昨天落幕的第七届象山白鹅节上，一场

“全鹅宴”火热开席。一只象山大白鹅，大厨竟捣鼓出17道菜。
说起来，端午节和鹅还有很多渊源，你知道吗？

强化规范管理，保障客户权益

按照监管要求，该行从确保硬件达标、规范操作流程等方
面着手，规范执行“双录”工作要求，保障客户权益。

据悉，中信银行宁波分行辖属营业网点均已设立“销售专
区”，所有营销人员必须持证上岗，网点公示服务人员信息、风
险提示以及产品查询渠道，销售人员严格执行“双录”工作要
求，产品销售坚持“适当性原则”，根据客户年龄、投资经历、家
庭经济结构、客户职业、风险承受能力等，有针对性地向客户推
荐相应风险等级的金融产品，并及时向客户披露相关产品的收
益信息，充分尊重金融消费者意愿，不强买强卖，不限制金融消
费者的合法权利，使金融消费者基本权益得到保障。

投诉渠道畅通，维护客户利益

依托中信银行95558客服热线，该行建立了统一的咨询、
投诉渠道，可以24小时受理客户的咨询、查询、客户投诉等业
务，帮助客户在线解决困扰。同时中信银行宁波分行辖属网点
对外统一公示监管单位、总行分行以及支行的各渠道投诉电话
和投诉受理流程，确保客户投诉渠道畅通、有效。按照要求，中
信银行宁波分行本部和各支行均设立消费者接待室，分行配备

“双录”设备，记录信访者投诉处理全过程，切实保护金融消费
者的维权利益。

普及金融知识，履行社会责任

中信银行宁波分行积极组织面向社会各类群体的金融知
识普及活动，通过“社区文艺汇演”“金融知识讲堂”“送金融知
识下乡镇”“消费者座谈会”“老年人金融素养问卷调查”“有奖
竞答”等形式进行有针对性的宣传。

中信银行宁波分行按照监管单位及总行的要求，在全辖范
围内开展“反假反洗钱”“3·15金融消费权益日”“普及金融知
识万里行”“普惠金融知识，守住钱袋子”“金融知识进万家”“金
融普惠·校园启蒙”“防范非法集资宣传月”等系列大型金融知
识普及活动，将各种宣传方式相结合，打造线上线下立体宣传
氛围，扩大受众面。仅2018年，该行就累计开展各类公众教育
宣传活动200余场，累计参与员工1400余人次，累计发放宣传
材料6.3万份，参与竞猜答题2.67万人次，接待消费者4.25万人
次，得到社会各界的高度认可。

开展金融知识普及、提升全民金融素养是一项长期的工
作。中信银行宁波分行将继续秉持“以客户为中心”的服务理
念，在维护金融消费者权益、维护金融生态环境稳定方面，尽应
有义务，履行应有责任。 周静 何爽

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 中信银行在行动
日前，中信银行宁波

分行员工积极走进校园、

企业、商圈等地，开展防范

非法集资、防范网络诈骗、

加强个人信息保护等方面

的金融知识宣传，结合社

会关注热点，加强法律政

策解读以及风险提示，引

导社会公众树立正确的权

益意识。在宣传主题上，

该行将金融消费权益保护

工作与“防范非法集资宣

传”“普及金融知识万里

行”“守住‘钱袋子’”等活

动结合起来，采取多样化

形式，努力贴近受众、通俗

易懂、务求实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