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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下已是石蒜季。不是吃的
那个蒜，而是石蒜科石蒜属植
物。不过，眼下开得最旺的还不
是石蒜，而是它的近亲——换锦
花。

换锦花在宁波被发现的年数
并不长。

曾有专家对浙江省内的换锦
花野生资源分布情况进行过调
查，发现在温州南麂岛、舟山列岛
以及台州玉环海岛等地有大片野
生换锦花分布，但在其他地方没
有发现。

上述发现地均是海岛，由此
也勾勒出野生换锦花对生长环境
的“偏好”。

2013年，大片野生换锦花在北
仑、奉化等地的陆域地带被发现。
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上述区域曾
经有过一段海陆变迁的过程。

2017年，全宁波范围内，除
了余姚，其他各区县（市）均发现
有换锦花的踪影。

和石蒜属的其他植物相比，
换锦花不仅开花早，通常在每年7
月间就陆续绽放，而且花期长，最
晚可持续到每年9月后期。

虽然今年的梅雨季来得“又
长又凶”，但并未打乱换锦花开花
的节奏。在奉化境内，眼下除了

能看到换锦花绽放，仔细观察还
会发现，有些换锦花的花序已经
有幼果出现，表明它们早在7月
就已经开花了。

相比阳生环境，位于林下阴
暗环境中的换锦花开得更加旺盛
一些。这和它偏爱潮湿的环境，
如阴湿山坡、岩石及石崖下有关。

在众多换锦花花丛中，有几
枝开玫红色花朵的玫瑰石蒜显得
格外醒目。

玫瑰石蒜是一种比较珍稀的
植物，分布范围比较狭窄，属于浙
江（宁波）和上海（佘山）两地特有
的种类。分布在宁波的玫瑰石
蒜，最早于2014年发现于如今的
海曙区鄞江镇。

玫瑰石蒜是换锦花和红花石
蒜的杂交可育后代，因此其分布
区域与换锦花有很大的关联性。
换锦花通常只生长在沿海一带，
只有既有红花石蒜又有换锦花的
地方才有可能出现玫瑰石蒜这一
奇特物种。

眼下，换锦花才启动“初放”
程序。如果不想“一起去爬山”，
那么，位于鄞州区姜山镇的狮山
公园，会是观赏野生换锦花的理
想之地。

记者 石承承 通讯员 林海伦

换锦花。通讯员 林海伦 摄

本报讯（记者 马涛 通讯
员 王辉文）昨天上午约9点多，
鄞州区百丈街道雷公巷一带浓烟
密布，许多高层建筑都被乌压压
的一片“乌云”环绕。据宁波消防
部门10点40分发布的通报称：

“上午9点21分，雷公巷一餐饮店
发生火情，消防部门迅速调集力
量前往处置，明火已扑灭，具体火
灾原因正在调查当中。”

记者赶往现场途经江厦桥
时，就能看到彩虹北路方向仍“盘
踞”着浓烟，百丈东路、中山东路、
箕漕街路口都已临时交通管制，拉
起了一层层的警戒线。现场围观
人员极多，七八辆消防车停在雷公
巷巷口，一辆高喷车正在出水，虽
明火已被扑灭，但浓烟仍经久不
散。为防止复燃，消防员正在寻
找周边制高点，继续出水降温。

从现场情况看，起火的是一
家餐饮店，周边的按摩店、酒吧、宾
馆等建筑众多，这也导致起火后火
势迅速蔓延。“刚开始火很大，整个
店面房都烧穿了，刚刚看到已经塌

去了半边。”一名从警戒线内疏散
出来的市民告诉记者，上午有点
风，火势是从西往东蔓延的，由于
高温和水枪出水的双重影响，房子
也就格外“脆”，倒了一部分。

“先是听到一声巨响，听起来
就像是爆炸了或者房子倒塌了。”
现场对面一家早餐店的女员工
说，巨响之后才看到火和烟，然后
看到有一名男子被烧伤了，被人
救出来后抬上了救护车，送到医
院去了。据多名在场的目击者
说，“受伤男子是一名帮厨，轻
伤”。

上午约10点50分，记者在现
场时再次听到一声巨响，疑似房屋
倒塌的声音。许多消防员再次查
看现场，记者随后看到，一堵标有
粥铺名称的墙已经倒塌。不时仍
有浓烟泛起，消防员进入旁边高处
的一家酒店，找到制高点后再次出
水。至记者中午12点离开现场时，
现场处置仍在进行中。

对于这起火灾的原因，相关
部门已介入调查。

“进入浙大宁波理工学院外国
语学院第一天，就非常期待这个项
目，今年终于能去支教了，两周太
短，感动的事情太多，我们支教团准
备‘十一’回去看看孩子们。”支教结
束三天后，支教团队长高永悦和成
员们仍不时接到孩子们的电话。

记者了解到，每年暑期到绍兴
西藏民族中学支教，是浙大宁波理
工学院外国语学院暑期社会实践的
传统项目，从2008年开始，这个活
动持续了12年。

2008年，作为首批西藏班（校）
之一，绍兴西藏民族中学招收的学
生是全国最多的。绍兴西藏民族中
学副校长唐妙祥介绍，藏族孩子带

着家乡父老的嘱托，从雪域高原千
里迢迢来到江南水乡进行学习。

2008年，绍兴西藏民族中学和
浙大宁波理工学院外国语学院签署
大学生暑期实践基地协议。自此，
如何让藏族孩子过上充实、快乐的
暑期，成了两校的共同牵挂。截至
今年，已有160余名浙大宁波理工
学院学子参与支教活动。

问及这次支教最大收获，高永
悦说：“坚定了当老师的信心。”

“一次叮咛，一个微笑，一点点拉
近与孩子的距离，看到了他们的进
步，这是我从来没体会过的当老师的
成就感。”高永悦说。 记者 王冬晓

通讯员 林丹虹 倪诗茵 董海云

“这次活动，我收获了很多第一次”
一段15分钟视频，记录12名支教大学生和300多名藏族学生的难忘时光

300多名藏族学生，12名支教大学生，两周的陪伴……浙大宁波理工学院
支教团队给了这群孩子难忘的时光，孩子们回赠的是哈达、鲜花和贺卡，还有满
满的留恋。

每年暑期到绍兴西藏民族中学支教，是浙大宁波理工学院外国语学院暑期
社会实践的传统项目，从2008年开始，这个活动持续了12年。

今年7月19日-31日，浙大宁
波理工学院12名同学组成的支教
团队来到绍兴西藏民族中学，带着
300多名初一、初二的藏族学生，开
展了为期两周的英语夏令营活动。

临走前，12名支教大学生拍摄
剪辑了一段15分钟视频，记录了与
藏族学生相处的点点滴滴，分别那
一刻，大家都哭了。

这段15分钟的视频，记录了支
教两周的篮球赛、大合唱、才艺展
示、主持人选拔等。这些第一次面
对镜头的藏族孩子们，虽然羞涩，但
表达真诚。

“通过这次活动，我收获了很多
第一次，比如第一次当篮球赛裁判，
虽然很累，但很开心；比如第一次面
试主持人……”来自西藏拉萨的旦
增班丹说。

“我学到了很多新知识，比如英
语常识、音标，还学会了英文歌。”初
二（5）班的次仁顿登说。

视频中，支教团成员也通过镜
头向孩子们表达了期许和祝福。临
别前最后一堂课上，这段15分钟的
视频，让大家哭红了眼。

记者了解到，为了做好两周的
英语夏令营，12名支教大学生精心
策划课程，编写教学大纲，安排了多
种教学主题，希望带领学生多方面、
多角度了解英语，培养学生对英语
的兴趣。

视频、音乐、接龙、小组比拼、双
语主持人选拔等，这群大学生老师
很了解学生们喜欢的学习方法，充
分调动上课氛围，在互动中增强学
生知识记忆点，鼓励学生积极开口
说英语，成为敢于表达自己、充满自
信的人。

除了英语课，支教团还利用业
余时间安排了篮球联赛、“汉藏一
家，共叙情长”文艺汇演等活动，各
自发挥自己特长，为藏族孩子的课
余生活带来不同色彩。

最后一堂课上的15分钟视频，让他们哭红了眼

暑期去绍兴西藏民族中学支教，他们已做了12年

这个季节 正是换锦花开时

鄞州雷公巷一餐饮店昨起火

孩子们写给支教大学生的贺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