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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边城雨 通讯员 霍卫
国 潘娉珍） 3月28日，在鄞州中塘河上
潘火桥北侧，宁波城管市民学校讲师团
成员李德江进行了一场“垃圾分类进社
区”专场授课。

听课对象来自鄞州潘火桥社区少年
儿童、大学生和居民代表。市综合行政执
法局执法督察支队副支队长郁文谨介绍，
城管市民学校首次走进鄞州潘火桥社区，
正是因为看重潘火桥熨斗与锡镴器双博
物馆的历史积淀。“艳阳春来了，草木青
青、暖风微吹之际，市民普遍认同自然馈
赠与生态环保的辩证理念。”郁文谨说。

据介绍，城管市民学校自去年9月
28日成立以来，“万人千课”城事公益课

堂项目受到甬城市民普遍赞许。“一套漫
画教材、一支讲师队伍、千场城事课堂，
将使关乎百姓日常的城管知识传遍千家
万户。”郁文谨告诉记者。

李德江是市综合行政执法局执法督
察队员，兼职公益讲师，当日已是他开讲
的第12场讲座。这位宁波市教育法治讲
师团2020年度优秀讲师，自打加入城管
市民学校后，半年内踏访宁波垃圾分类学
院、三水湾社区、鄞州区实验小学，度过了
无数个毫无报酬进行讲课的周末假日。

“让市民更多了解和掌握生活垃圾
种类属性，倡导厨余垃圾变废为宝、可回
收物循环利用、有害垃圾无害化处理及
其他垃圾焚烧发电等健康生态理念，我
内心深处感觉特别有意义。在源头上破

题，让更多人自觉分类，每每思忖至此，
有股‘胜却人间无数’的欣慰。”问及讲师
工作到底值不值时，李德江这样回答。

现场人流越聚越多，潘火桥博物馆前
气氛热烈。一群综合行政执法督察队员们
分头而动，或宣讲垃圾分类，或展开垃圾
分投游戏，还有的直接摆开架势，进行“民
生知识有奖问答”。郡城花苑业主小徐说：

“丰富多样的活动安排，精准对接市民需
求，这才引来大家纷纷驻足参与。”

“猪棒骨不是餐余垃圾吗？唉呀，那
我们家一直都扔错啦！”“阿姨，骨头也是
分类的哦，像鱼骨头、鸡骨头这类属于餐
余垃圾，猪棒骨等大骨头因不易腐烂属
于其他垃圾。”课后互动时分，“分清楚再
投”“汉字的秘密”“分类快问快答”“接力

猜猜猜”等垃圾分类投放游戏正如火如
荼地开展。现场欢声笑语、气氛热烈，居
民将手中标识不同种类的垃圾球准确地
投入相应的垃圾桶，随即加入看题竞猜
和分类知识问答的队伍里。

来自支队政策法规科的一群小伙伴
趁势而上，开展起综合行政执法政策法
规的宣传普及。

“大姐，看您中午这么热的天还遛狗，
一看就是很喜欢狗狗的人。《宁波市养犬
管理条例》施行快一周年了，相关内容您
都了解吧？要不宣传资料您再看一下，在
你们爱狗人士的圈子里再宣传宣传啊！”

“家里燃气设备都还好吧，虽然过了
秋冬季节，燃气安全还是不可以掉以轻心
的，软管之类的一定要接受定期检查。”

开门理城事 城管市民学校开进潘火桥，市民听讲师传“真经”

记者了解到，现在宁波全
市约有器官遗体（角膜）捐赠登
记者2万余人。对于捐献登记，
目前有线上和线下两种针对不
同人群的登记方法。面向年轻
人，可以使用微信登记；面向老
年人，主要采取线下现场登记
模式，就是老年人协同子女一
行，到户籍地红十字会进行现
场填写捐献登记志愿书，签字
确认，子女作为执行人也要签
字。需要注意的是，登记实行

无偿自愿原则，捐献登记书也
可以随时撤销。

自2018年5月起，宁波红
十字人文关怀服务队的志愿者
们，开始承担市红十字会遗体
捐献协调工作。服务队负责人
高非介绍说，至今他们已共同
见证了遗体（角膜）捐献共计
96例。其中，遗体单捐42例，
角膜单捐17例，遗体角膜双捐
37例，服务里程达到了5626.2
公里。

“我们将以此作为人体器
官、遗体捐献知识普及与宣传
工作的‘窗口’，不断普及器官、
遗体（角膜）捐献知识，提高宁
波市民对捐献意义的认知，也
希望通过这个登记点的成立，
让更多的爱心人士加入到器官
捐献事业中来。”高非表示，服
务队将在登记点实现多样化的
人文关怀活动，为捐献者家属
打造一个温暖的精神家园。

记者 滕华 通讯员 王立平

本报讯（记者 黎莉 文/摄）春光明媚，眼下花
开正当时的樱花、海棠、桃花、二月兰等，让甬城市
民一饱眼福，同时也催热了一个消费，那就是户外
汉服写真。近日，记者在樱花公园、宁波植物园、和
丰创意广场等多地看到，有不少汉服爱好者趁着浪
漫樱花季拍摄写真。“人面应花颜、裙袂舞春风”也
成了近日里宁波一道靓丽的风景线。

“兰花指不要松，微笑，低头看着扇子，助理扬
一下裙摆，好——漂亮！”在摄影师的指导下，在和
丰创意广场的樱花林里，魏瑄拍下了属于自己的樱
花季汉服写真。

今年读大三的宁波女生魏瑄是一名汉服爱好
者，两年前喜欢上汉服之后，她就一直想着去拍一
套春天的汉服写真。“上个月末我就开始跟自己喜
欢的摄影师定档期，但对方一直挺忙，最后没约成
一对一，只能拍一对二了。”魏瑄说，拍摄费用是
999元，加上自己买了一些喜欢的饰品以及购买了
几张额外的修图，总共花了近1200元。“周围也有
不少朋友拍了写真，少的几百元，多的花了两千
多。虽然价格不便宜，但是效果真的很好，要不是
摄影师实在太忙，我还想多拍个夜樱套系呢。”

她的话也得到了摄影师的印证。80后的独立
摄影师白子有个自己的汉服摄影工作室，这段时间
她忙得不可开交。

“从3月初宁波第一批早樱开放开始，预约拍
汉服写真的单子就没有停下来过。因为每年最美
的樱花季也就一个来月，所以近几周的双休日我都
是在外拍中度过的。”白子说，一年当中适合拍汉服
写真的，还有夏天的荷花、秋天的红枫、冬日的雪
景，但都比不上春天选择多，玉兰、桃花、菜花、樱
花、二月兰、木绣球的花期都在春天里，其中又以樱
花最受欢迎，所以也形成了客流高峰。“因为拍摄需
要，也把我们‘逼’成了赏花活地图，市区哪里有樱
花、量多大、开得怎么样我们都一清二楚。”白子笑
着说，自己这几天不是在拍樱花，就是在找樱花。

近两年，随着汉文化的不断推广和短视频的流
行，汉服写真逐渐成为很多年轻人的消费选择。业
内人士方华告诉记者，作为写真领域的一个新类
别，汉服写真的门槛比一般的时尚写真更高一些，
因此价格也算中高水平，而且有上涨的趋势。

“让爱和生命延续……”
江北一家器官遗体捐献点昨揭牌
帅气的90后男生、爽朗的护士妹子现场登记

“一起来加入器官遗体捐献登记志愿者，让爱和生命延续……”昨天下午，江北区范江岸路
123号福寿之家一站式长者关爱中心内一派热闹景象。在刚刚挂牌成为宁波市江北区人体器官、
遗体捐献登记点后，4名来自江北区三救三献志愿者服务队的医护人员现场进行了捐献登记。

笑容腼腆、酒窝隐现，23岁
的卢泽其是宁大附属医院急诊
科的一名护士。站在他旁边的，
是同院的师兄、重症监护室护士
孙俊烈，去年参加过援鄂医疗
队。两个小伙儿时尚帅气，有说
有笑，如果不说，旁人或许会以
为他们是去参加聚会，而不是来
为“身后事”做登记。

“因为工作的原因，我们对

生死也看得比一般人更通透一
些吧，感触挺深的。”孙俊烈说，之
前他看了不少纪录片，比如上海
拍摄的《人世间》，里面就讲到了
器官遗体捐献。“生命是无价的，
我们的捐献如果能让一个人的
生命得到延续，那是何等的幸
福。”孙俊烈是家中独子，他说，不
仅自己加入，将来还要带动身边
的人也来加入，“这是我们年轻

人的使命和担当。”
卢泽其是江苏人，家中长

子。在登记器官遗体捐献前，他
还特意跟父母交流过。“他们都
挺开明的，很支持。”小伙儿在
20出头的年纪就做下这样的决
定，让身边人多少有些惊讶。“能
帮助到有需要的人，这也是人生
价值的一种实现，我觉得很有
意义。”

90后男护士：
“父母都挺开明的，很支持”

刚满30周岁的宋珂迪在江北
区献血办工作，与爱人都是医护人
员。在手机里注册登记，一两分钟
就完成了全部手续。她对记者说：

“到生命的最后时刻，如果还能去帮
助到别人，那太好了。”

小宋的下巴有道疤，她说
自己是刻意没去整容处理。“当
时挺严重的，就是因为有别人
救下了我，留着也是为了更好

地纪念，并提醒自己，要把这份
爱延续下去。”

35岁的黄碧云是卢泽其的
师傅，也是宁大附属医院的一
名急救护士。这个爽朗的妹子
乐呵呵地说：“捐献器官遗体，
不仅能帮助他人，也是自己生
命的延续，这是一种美好而崇
高的行为。”

陪同他们前来的，还有江北

区三救三献志愿者服务队微信
群里的两位“群友”——江北区
红十字会专职救护培训师张建
灵和宁大附属医院分娩中心护
士陈亚儿，他们在几年前就已登
记成功器官遗体捐献。“有的人
是同事，有的人还没见过。在他
们这么重要的人生时刻，我们应
该过来一起打打气，做见证人，
记录下这美好瞬间。”

爽朗的妹子：
“也是自己生命的延续”

宁波又多了一个“窗口”
登记者也有了精神家园

浪漫樱花季
催热汉服写真消费

樱花季汉服写真拍摄现场樱花季汉服写真拍摄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