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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脏乱差的架空层
如今成了“邻里会客厅”

鄞州区钟公庙街道金家漕小区居民
刘师傅每天都会拎着保温杯，在架空层转
一转，和老邻居聊聊天。天气晴好的时
候，架空层更是“座无虚席”。曾经脏乱差
的居民楼架空层，如今演变成了温馨的

“邻里会客厅”，这源于一次“村民说事”。

架空层成居民杂物间
有居民还给椅子上锁

金家漕小区是拆迁安置小区，建成近
10年了，很多居民依旧保留着老底子的
习惯，茶余饭后喜欢聚在一起闲聊。

以前，居民楼一楼的架空层，随处可
见居民自行放置的凳椅沙发，有些相当破
旧，沙发甚至严重脱皮，大大影响美观。
小区物业主任沈瑞康直言，架空层的脏乱
差困扰多年，成了小区的“老大难”问题。
今年文明城市创建，社区要动真格了。

就在上个月初，金家漕小区开展“村
民说事”，街道干部、社区主任、物业主任、
村合作社书记、居民代表等都来了，讨论
的就是小区架空层的规范使用。最后一
致认为，小区的架空层需要重新改造。

意见统一了，社区着手对5幢、8幢、
10幢三个区域的架空层进行重新改造，
集中清理废旧物品，统一添置10把休闲
椅。为了美化架空层的环境，志愿者将废
旧轮胎涂色填土，打造成小景观。

居民争当“护花使者”
架空层成“邻里会客厅”

在架空层改造过程中，社区鼓励居民
自治，从“要我改”到“我要改”。

家住11幢的84岁老人唐富有听说
社区正在改造架空层，主动把自家养的花
花草草搬来了。海棠、绣球、太阳花、吊兰
……数十盆花草被移植到旧轮胎改造的
花坛，老人还自告奋勇当起“护花使者”，
负责花草的日常养护。社区工作人员说，
居民的积极性很高，现在每个架空层都有
绿植小主人。

居民喜欢在架空层聊天，社区工作人
员则在这里收集民意。

“我昨天路过时看到，大门入口处的
路灯好像不会亮了。”“小区4幢前，健身
器材下方的地面有破损，你们去看看吧。”
看到金宁社区党支部书记宋亚君路过这
里，居民总会七嘴八舌反映问题。

“好的，我们马上处理，尽快给大家一
个答复。”没过两天，门口的路灯重新亮起
来了，健身区域换了新的塑胶地板。

“现在只是1.0版本，目前我们正在
做规划，要把墙壁重新粉刷，制作墙绘。
今后这里还是社区的宣传廊，展示身边的
正能量，让居民可看可学。”宋亚君告诉记
者，下一步，社区将把架空层打造成小区
的“邻里会客厅”。
记者 薛曹盛 通讯员 高秀慧 郑炯 文/摄

6月23日，在海曙区高桥
镇新庄村的王升大博物馆，记
者见到了王贤定。

今年63岁的他，由于早些
年的辛苦劳累，要比同龄人苍
老一些。

“我们西乡人有句老话，
‘买米要买王升大，布衫袖子当
米袋’，说的就是买王升大的
米，王升大是我太公传下来的
品牌，我这个人要强，想着一定
要把它经营好。”王贤定说这话
的时候，流露出一丝自信。

他的太公名叫王兴树，100
多年前，王兴树在西乡的商贸
集市中心凤岙（今海曙区横街
镇凤岙上街头）开了一家王兴
记米店，这就是王升大的前身。

旧时，少量买米不用秤，计
量器用升和斗，木制的升、斗容
器有统一标准，米业界还有约定
俗称的行规——量米时，先舀起

满满一升，再用米尺沿口抹平，
以示公平。

王兴树做生意却与众不
同，他叮嘱伙计：“米尺将要刮
平时，戛然而止，将小小的一角
米奉送给顾客。”

别小看这一角米，对穷人
来说，就是大实惠，慢慢的，王
兴记米店“升大量足，童叟无
欺”的口碑逐渐在坊间传开，

“王”是姓，“升”是量米工具，
“大”在宁波是多一点的意思，
王兴树便顺势将王兴记米店更
名为王升大米店。

新中国成立后，王升大改
名为集体所有的凤岙合作商
店，兴盛一时的王升大从人们
的视野中消失了。

1989年，在第四代传人王
贤定的努力下，王升大游离祖
业40年之后，又回到了王家传
人的手中。

百年老字号“王升大”传承人王贤定：

这些年来从未忘记诚信经营

“你们说的诚信经营，其实是高抬我了，从我太公卖米给顾客‘多一
角’，到我现在做生意，无非是为了让利于民，想得到‘回头客’，这是在
我们‘私心’中产生的诚信。”一如他的长相，浙江老字号“王升大”第四
代传人王贤定所说的话，让人觉得他并不像个老板。他朴实而敦厚，流
露着劳动人民与生俱来的真性情。

除了修诚戒欺、诚信经营外，
他还是个乐善好施的人。

在王升大米食节期间，他让参
观者免费体验传统糕点制作，手把
手教学；每年老人节，他邀老年人
免费看戏；台风期间，免费为周边
受灾居民提供王升大水饺、汤团
……

许多人对于祖传的秘方和积
累的经验从不传授同行，尤其是竞
争对手，王贤定却反其道而行之。

今年防疫期间，他针对市场畅
销的传统早点——鲜肉包子，向公
众推广全套制作技艺，在《宁波日
报》刊发《满嘴汤汁鲜肉包》一文，
还在线上推出鲜肉大包制作视频，
免费传授诀窍。

“我不喜欢用‘秘方’这个词，
不怕被抢生意，因为生意是做不完
的，如果可以将一些手艺向社会传
播，让后人学会，那么往后我和我
的家人出去，也能吃到好吃的肉
包、粽子、糕点了。”他笑道。正因
为他的这份淡然和豁达，赢得了同
行们的敬仰。 记者 朱琳

在做生意过程中，王贤定一直
没有忘记祖辈传下来的“诚信惠
人、童叟无欺”的经营准则。

2014年，有位上了年纪的顾
客买了2瓶麻油、2瓶酱油、2瓶腐
乳，老人很节约，坚持用自己带来
的袋子装这些商品，结果走了一段
路后，由于袋子没有扎实，刚买的
商品掉在了地上。

1瓶腐乳和2瓶麻油有不同程
度的损坏，这一幕刚好被王贤定看
到，他赶紧上前，对老人说：“坏了
的东西全归我们厂里。”

说罢，就给老人换了全新的麻
油、酱油和腐乳，损坏的那些则留
在厂里，自己食用。

老人感激不已，从今往后，都
到王贤定这里买东西，王贤定诚信
经营的口碑也被越传越广。

“有了好口碑，才能成就好的
品牌，做生意只有真诚服务于民，
老百姓才能成为你的忠实粉丝，也
能帮助企业找到经济效益的源
头。”王贤定说。

王兴树临终的时候，再三
叮嘱后人：做生意不要光图眼
前利益，要让对方得利，自己才
能赚到更多的钱；钱多了也不
要乱花，要懂得回报社会。

这些话，一直成为王家子
孙创业进取的座右铭。

王贤定在 7 个兄弟姐妹
中，排行第6，小名王六宝，他
从小在王家祖训和母亲的谆谆
教诲下成长。

1993年，王贤定创立了宁
波陆宝食品有限公司。

2003年，在当地工商部门
的指导下，王贤定注册了“百年
王升大”商标。

经过几年的艰苦创业，
2008年，“百年王升大”获评首
批浙江老字号。

2008年，王贤定开始筹备

建立王升大博物馆，以传承祖
辈的精神。

“过去我们就是开米店的，
传下来一些老家当，亲戚朋友
来的时候可以看看。”这是王贤
定建馆时的初衷。

历经4年的搜罗，王升大博
物馆正式亮相。在这里，人们能
看到鼓风箱和打谷机，还能体验
推石磨、拉石碾等农耕生活的乐
趣。

2012年，王升大粮油加工
技艺入选宁波市级非遗项目，
王贤定成了该非遗项目的代表
性传承人。

2014年，王升大博物馆获
评宁波市中小学生社会实践大
课堂资源基地和非遗示范传承
基地，把实践大课堂办得有声
有色。

王升大重回王家传人的手中

牢记太公嘱托，做生意不光图眼前利益

这些年来
他始终坚持诚信惠人

祖传秘方和积累的经验
向社会传播

架空层一角的小景观架空层一角的小景观。。

王贤定介绍旧时量米的器具。记者 崔引 摄“升”字上一点表示卖米要给人多一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