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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王悦宁 通讯
员 陆婧楠 陆颖聪 文/摄）“谢谢
你们，特意给我们送来御寒用品，
有了这些手套、围巾，我们在外面
清扫垃圾就不会觉得冷了，太感谢
了。”环卫工人李小美握着郑秀花
的手感谢着。

昨日，在鄞州区东柳街道东海
花园社区，郑秀花等几位“韩阿婆
百人编织团”成员，带着准备好的
手套、围巾、棉口罩等御寒用品，为
几十位环卫工人、物业保洁、垃圾
分类志愿者们送上冬日的问候。

“我们的环卫工人每天不定时

地在辖区里巡查，清扫垃圾，很辛
苦，现在天气越来越冷，就想着给
她们织点手套之类的物品，可以暖
和暖和。”郑秀花说，当她把这个想
法跟团队里的几位姐妹们说时，大
家都很支持，有的连夜织了几副手
套，有的还编了毛线帽子、围巾。

“多亏有她们的支持！”郑秀花说。
社区相关负责人李莉知道了

阿姨们的这一行动之后，也张罗着
添置了一批暖手宝、耳罩，社区居
民也纷纷购置了一些保暖用品，一
起捐赠给了社区。

这已经不是“百人编织团”第
一次献爱心了，这支团队成立于
2020年，成员遍布鄞州各个镇街。

“编织团”团员受到韩阿婆爱心善
行的感染，秉承将这份精神传承下
去，引领更多人参与奉献的信念而
自发聚集在一起。

去年成立之初，成员们就编织
了320件毛衣，捐往新疆阿格乡学
校；今年年初，“编织团”又筹集了
毛衣356件、围巾250条，捐献给青
海玉树州囊谦县阳光福利学校；今

年4月，“编织团”再次认领520件
爱心毛衣订单，准备织成后送往四
川凉山等地。

为了给“编织团”提供一个更
好的工作场地，东海花园社区重新
规划打造了原有的“韩阿婆工作
室”，成立了“韩阿婆记忆馆”，将于
近期开馆。

“原来的工作室比较小，只能
容纳几个人织毛衣，功能比较单
一。新建成的‘记忆馆’，除了是团
员们日常织毛衣的场地，还展示了
韩阿婆自 2005 年以来的爱心之
路，讲述了‘编织团’成长的故事，
还特别设置了6个展示柜，用来展
示一些有故事的物件。”东海花园
社区书记郑鹏介绍。

郑鹏还表示，“记忆馆”建成
后，社区将不再局限于捐献毛衣，
要‘引进来’，比如邀请周边学校的
师生、社区的共建单位等来参观，
同时还要‘走出去’，通过公益编织
课等，让更多的人，尤其是年轻的
下一代，知道韩阿婆的善心，一起
参与善举，传承这份精神。

深秋的甬城，有不一样的美，
行走在这些“最美打卡地”，犹如踏
在画中。

前夜一场风雨后，在鄞州区东
吴镇小白岭下，有一条长约200米
山路变成了“黄金道”。这条山路
平时并不引人注目，但每年秋冬之
交，路边的池杉叶子落在地上，就
会有许多人前来游玩拍照。这片
池杉是童一小学师生在1979年种
下的，当时取名叫“少年林”。40
多年过去了，“少年林”已成绿荫，
每年晚秋，池杉总会向人们展示出
惊艳的色彩。

位于月湖公园院士林的100
多棵银杏，如今也已经换上了“金
装”。从远处望去，满目金黄、如诗
如画。

院士林的每一棵银杏树上都
有一个宁波籍院士的名字。童第
周、贝时璋、谈家桢、翁文波、路甬
祥、朱高峰……一个个耳熟能详的
名字，他们是我国优秀科学家的杰
出代表，他们的崇高精神和优秀品
质是宁波精神的集中表现。

记者了解到，今年降温较晚，
院士林银杏的最佳观赏期也有所
推迟。有兴趣的市民朋友请抓紧
时间找个好天气，来打个卡吧！

月湖公园银杏换“金装”，吸引了众多市民来打卡。

“毛衣奶奶”团队再次送出暖冬用品
“韩阿婆记忆馆”也即将建成，团员们织毛衣的场地更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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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湖公园漂亮的银杏落叶。

环卫工人收到“毛衣奶奶”团队送上的御寒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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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林”中美丽的池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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