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现在正是休渔期，象山
石浦延昌码头一如既往的繁
忙。宁波唯一农渡船女船长
吴爱图开着“浙象农渡1”，娴
熟地靠岸，乘客鱼贯而出。
就在昨天上午，她的名字印
上了渡船，就叫“爱图号”，宁
波港航管理中心在延昌码头
为她举办了一场特别的授牌
仪式。

“渡船是我的家，这辈子
我是丢不下了！哪怕是退休
了，以后只要需要，我会继续
为大家摆渡！”32年的摆渡涛
声里，这是吴爱图最深情的
告白。

昨天上午，这条渡轮正式命
名为“爱图号”，永远留下了她的
印记。

活动现场，吴爱图有些感
慨。20多年前，他们的旧渡船
上，父亲曾手写了一块牌，取名

“安渡号”，许下美好的心愿，希
望每天出行顺利。而昨天，当她
接过“爱图号”的牌匾，她感受到
了沉甸甸的分量。

“以前的‘安渡号’是父亲的
心愿，现在的‘爱图号’是政府的
嘱托，把每位乘客都平平安安送
到目的地，这是我的职责。”她亲
手把“爱图号”放在驾驶舱目之

所及的位置。
“天边有一对双星，那是我

梦中的眼睛；心中有一片晨雾，
那是你昨夜的柔情。”很多人不
知道吴爱图喜欢唱歌，最喜欢降
央卓玛的《天边》。心情烦闷的
时候，她就会哼唱几句，烦恼就
跟着烟消云散了。

现在的生活，让吴爱图很知
足。2018年年底，象山推进渡运
公交化改革，吴爱图总算迎来了
清闲的日子。今年春节，她第一
次陪家人过除夕，因为她的渡船
有接班人了，徒弟吴永峰能独立
开船了。

哪怕是轮休，吴爱图依旧牵
挂着这艘渡船。一个人偷偷跑到
码头，哪怕是远远看着渡轮，她都
觉得内心充实。“这么多年，渡船
就是我的家，一下子清闲了反倒
空落落的。”

算算日子，明年11月，吴爱
图就要退休了，但她却放心不
下。“如果有需要，我还是愿意回
来，继续给大家摆渡。”

问起退休计划，她笑了：“没
有出过远门，看惯了大海，以后
我想去看看大草原。”

记者 薛曹盛
通讯员 范鸳曼 宋兵

从延昌码头到对面的铜钱
礁岛，乘船只要5分钟，但这条渡
船却是岛上居民出岛的唯一交
通工具，吴爱图就是这条农渡船
的船长。

吴爱图今年49岁，17岁登
船掌舵，当时是被父亲硬生生拉
上船的。“母亲不在了，只有我顶
上！”

慢慢地，父女搭档变成了夫
妻搭档，但意外却悄悄降临。
2016年12月的一个晚上，有村

民急着要出门，丈夫二话不说，
撑船出门，结果再也没有回来。

吴爱图觉得天都塌了，一度
想放弃开船。谁知道，一个月不
到，她再一次回到驾驶舱。她比
谁都清楚，如果她不开，村里的人
就出不来了。

渡船最火爆的时候，一趟就
有七八十人。现在，整个铜钱礁
岛居住的只有七八十个老人，每
天的出行人数大幅减少，但渡轮
依旧是必不可少的交通工具。

这样的航线，高峰期吴爱图
每天要开六七十趟，一天的客流
量在500人次左右。32年来，这
个小小的驾驶舱就是她的全世
界。每天作业12个小时，中午只
有45分钟的吃饭时间，煮个泡面
或者吃份快餐，是她最稀松的日
常，她的字典里永远没有“休息”
两个字。

本报曾专题报道过她的故
事，就在去年，她的坚守故事还
上了央视《新闻直播间》。

她是上过央视的“网红”女船长

没出过远门的她想去看看大草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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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修车铺到茶水房

“环境变得整洁、干净很多。”6月
17日上午，在位于洋衙弄的修车铺门
口，看到记者驻足，住在附近的居民如
是说。

若不是庄市社区社工徐静介绍，很
难把这个“微景观”和传统的修车铺联
系起来。

除了墙绘，用彩绘轮胎改造而成的
花盆为修车铺增添了几分勃勃生机，修
车铺一角的工具和箱子也码得整整齐
齐。

算不上精致，但胜在干净、整洁，符
合老弄堂的“调性”。

这是庄市社区“创意点亮生活”社
区环境微改造计划的第一个“作品”。
像修车铺这样的“微景观”在庄市社区
还有不少。

一路走到石弄堂，一眼看到拐角处
的袖珍花园：砖块错落，垒成一个小花
坛，摆满了大大小小的绿植，斑驳、发锈
的铁门挂满了各色饰品，甚至还吸引

“小朋友”奔来“围观”……
“社区会通过网格发动大家参与

‘美丽庭院’评比，鼓励大家一起动手来
改变我们的居住环境。”徐静说。

老墙门和新市井

烈日炎炎，庄市老街上“老码头”的
出现，给汗流浃背的路人提供了一个遮
阴、纳凉的地方。

“老码头”本是庄市老街河边上的一
处风雨廊，是人们走过路过歇脚的地方。
经过庄市街道和庄市社区联手打造，原本
历经岁月洗礼的风雨廊颜值倍增。

“点亮”风雨廊的是“老码头”主题墙
绘，展示的是以前庄市老街的水乡风情。

这堵墙的背后是建于1932年的庄
熙英宅，现存主体建筑三间两弄楼屋，
是庄市老墙门的典型代表之一，同时也
是镇海区第一家民居博物馆。

“庄市老街是宁波商帮文化的重要
起源地，也是宁波重要的历史遗留资源
与文化载体，区域内保留有27处具有
较高历史和文化价值的历史建筑。因
此，在改造过程中，我们努力将传统文
化和市井生活结合在一起，来打造居民
家门口的微景观。”庄市社区党总支书
记庄丽说。记者 石承承 通讯员 徐静

摆渡32年 她用时光书写坚守
就在昨天，她的名字“爱图”印上了渡船

穿过老墙门
体验新市井
镇海庄市社区“微改造”
让社区面貌大变

向着洋衙弄深处走，以剃头、打铁、
纺纱、修车、炒米等曾在庄市老街上随
处可见的老行当为主题的墙绘如同一
幅画卷缓缓展开……镇海区庄市街道
庄市社区是个散居型的老旧小区，背街
小巷的卫生死角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
内制约着社区整体环境的改善。如今，
从卫生死角着手的“微改造”正在改变
整个社区的面貌……

吴爱图在渡船驾驶舱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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