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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就这样悄然走到了尾声。回顾这一
年，有一些温暖直抵人心，令我们印象深刻。也许是
眼前的，疫情“零新增”背后所有人拼尽全力的守护；
也许是往回看，那藏在城市角角落落里细腻的美好。

扫码投票

“为了加快新农村建设、实现
城乡统筹发展，满足广大农民群众
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我们还将启
动下邵老街文化公园建设工程。”
小港街道城建科相关负责人向记
者介绍。据悉，该工程位于小港街
道下邵村下邵老街，总面积约
1000平方米。主要建设内容包括
公园广场、景观廊道、文化墙等相
关配套设施，预计投入资金约100
万元。计划年底开工，明年建成。

小港街道相关负责人表示，
“江南院落”“紫气东来”两幢老宅
是下邵老街的建筑缩影，也是美
丽乡村的一个典型代表。这条四
五十米长的街道，曾是方圆十里

经济商贸最活跃的繁华之地。通
过修缮，历史遗存的传统民居不
再采光少、湿度大、隔音弱、封闭
差。旧貌换新颜，既能满足现代
居住的要求，也能满足新农村建
设的硬件条件，更为探索协调保
护和发展提供基础支撑。而下邵
老街文化公园的建设，不但优化
了农村宜居环境与农民的幸福
感，而且丰富了农村休闲生活与
农民的获得感。整体面貌改观后
的老街，将成为新农村建设的鲜
活样本，美丽经济的孵化器，带动
农村生态旅游的发展，带动农民
收入增加。
记者 吴丹娜 通讯员 王禹 文/摄

本报讯（记者 蒋丽丽 通讯
员 王凯）昨天上午，中国首位诺
贝尔医学奖获得者、药学家屠呦
呦先生的旧居暨陈列馆在莲桥街
历史文化街区内正式揭牌。

屠呦呦旧居位于海曙区开明街
26号姚宅，原系屠呦呦外祖父姚咏
白、舅舅姚庆三的住宅，是民国初期
保留下来的历史建筑。屠呦呦少年
时代曾寓居姚宅，前后达10年。

陈列馆有前后楼屋两栋，为
宁波近代民居风格的建筑。展陈
面积837平方米，其中一楼分为
三个展区，含“呦呦鹿鸣依依乡
情”“矢志寻蒿不辱使命”“神药济
世造福人类”“传承弘扬贵在创
新”四个陈列篇章。二楼主要为
中医药专家研究室、培训活动室
和学生科普基地。

屠呦呦旧居陈列馆以丰富的
文字、图片、视频等资料及珍贵实
物，生动介绍屠呦呦事迹，弘扬她
几十年如一日为科学奉献的伟大
精神，宣传中医药科学研究的远
大前景，以激励新一代年轻人以

她为榜样，为人类的健康和国家
的科学事业作出新的贡献。

“屠呦呦是宁波人的骄傲，陈
列馆的开放可以让我们更加了解
屠呦呦，感受她以身许国的科学
家精神。”见证了陈列馆揭牌的市
民谢女士说。

屠呦呦旧居陈列馆所在莲桥
街历史街区内有一大批明清以来
格局与风貌保存相对完整的望族
宅第与街巷。这里走出了中国邮
票大师孙传哲先生、中国首位诺
贝尔医学奖获得者屠呦呦先生等
一大批有着重大影响力的名人，
构成莲桥街地段深厚的历史文化
底蕴。

据了解，屠呦呦旧居陈列馆
自今年5月1日试开放至今，共接
待游客逾 11100 人次。5 月 24
日，屠呦呦旧居陈列馆被中国科
协授予浙江首批“科学家精神培
育基地”试点单位。6月，屠呦呦
旧居与袁牧之故居一起，被市委
组织部命名为宁波市第二批干部
教育培训现场教学点。

今年年初，宁波晚报组建社
区联盟，记者们把社区当作了家，
蹲守在街头巷尾。从年头到年
尾，挖掘到了比以往更多、更鲜活
的暖心故事。这些故事里，有感
人至深的英勇壮举，也有细水长
流的脉脉温情。

这一年，我们被慈溪市宁丰
村一个农家小院里的家国情怀所
鼓舞。小院里先后走出 3名军
人，每年10月1日举行升旗仪式
是这个家的传统，整整21年。他
们说：“这一天就和除夕一样重
要！”

这一年，我们被北仑区高田
王社区的一对老夫妇知恩图报的
方式所感动。感念曾经遭遇磨难
时众人伸出援手，逢重阳节捐款
成了他们过节的“仪式感”，9年捐
款10万元。他们说：“做人要有
良心！”

这一年，我们被鄞州区金家
漕社区的一个普通家庭的亲情所
感染。43年前，她未过门就给婆
婆许下照顾“大伯哥”的承诺，此
后的照料无微不至。她说：“只要
有我们在，就不会让大伯哥冻着
饿着！”

这一年，我们被海曙区文昌
社区的一位阿姨所打动。为了支
持百岁粥坊持续“营业”，她每个
月捐款 1500 元，已有 6 年。她
说：“要让更多有需要的人一早喝
到热气腾腾的粥！”

这一年，我们被江北区孔家
村的八旬老伯所温暖。每天清
晨，从家门口的弄堂到村里的篮
球场、凉亭，他一路走一路扫，坚

持近40年。他说：“村里干干净
净的，我看着高兴！”

这一年，我们发现，一大批治
愈人心的故事正在上演。当疫情
卷土重来，镇海区银凤社区党委
书记顾不得腿疾，拄着拐杖还要
上阵指挥；临江社区党总支书记
在高强度工作状态下，依然仔细
将居民需求记录在册，密密麻
麻。他们说：“特殊时期，舍小家，
为大家！”

温暖太多了。2021年，当我
们一次次将镜头对准这些主人公
时，他们的脸上露出困惑：“为什
么自己眼里的平常事，会被如此
关注？”

他们哪里知道，那一桩桩“小
事”，带给读者的是直抵人心的柔
软和触动，传递给社会的是善孝
宽厚、诚信道德的文化和礼仪。

今天起，宁波晚报主办的
2021年度“社区十大暖心故事”
评选正式启动，并进入公众投票
环节。即日起至 12月 28 日 24
时，75个候选社区暖心故事将在
甬上APP展示，并接受公众投票。

2021年，发生在社区里的哪
一个故事最能温暖您，治愈偶尔
颓丧的心情，滋养您阳光向前？
我们期待您的投票！

公众投票结束后，我们将组
织评审专家对候选事件进行审
定。其中，公众投票占总分70%，
专家评审占30%。届时，根据综
合评分，确定入选名单。入选名
单将在甬上APP、《宁波晚报》等
途径公布。期待您的参与！

记者 陈烨 王昱汀

有一种温暖直抵人心

2021年度“社区十大暖心故事”等您投票

屠呦呦旧居暨陈列馆正式揭牌

扮靓美丽乡村 唤醒旧时记忆

北仑这条老街正在“复活”
昨天，冬日暖阳中的北仑区小港街道下邵老街透出江南水乡

的独特韵味。“你看，修得多好，古色古香的特色院落结构，是我小
时候印象里‘江南院落’的样子。”下邵老街里的老人们晒着太阳，
围着一栋老宅聊着天，他们很兴奋老宅能回归。

古韵风情，既有烟火味又有清爽气……这将是不久后下邵老
街即将迎来的新模样。这条有着百年历史的特色老街，将成为小
港创建美丽乡村的一处“先行点”。

记忆中的老宅回来了

小港街道下邵村地处宁波东
乡，与鄞东平原紧紧相连。下邵老
街就在小浃江边上，曾经是下邵乡
十几个村的经济和文化中心，见证
了当年的繁华。“街上各类小店齐
全，每到农历一、三、五、八，赶集的
行贩从镇海、穿山等地汇聚过来，
把下邵老街挤得满满的。”小港的
老人们经常提起老街，回忆起来都
是这里曾经的热闹与繁华。

居民口中这栋叫“江南院落”
的老房子，是下邵老街的标志性
建筑。村里的老人们介绍，这栋
老宅在民国时期建造，最早属当
地大户人家所有，后来改成下邵
乡政府的办公场所，再后来又成
了下邵村村委会。此前，由于老
屋年久失修，结构老化严重，已经
濒临倒塌。今年3月，小港街道城
建科启动了下邵村“紫气东来”

“江南院落”传统民居修缮工程项
目，老街渐渐回归，重现老人们记
忆中的样子。

老街改造尊崇原有结构、原
有材料、原有工艺这一原则，拆除

原结构损坏及连带区域，在房屋
原有结构上，尽可能地保留并修
缮可用构件，以新旧材料混合使
用的方式最大程度保证了建筑的
原有风貌。为了能确保工程的施
工质量，项目方经过筛选，确定了
一家在古建筑修缮方面有丰富经
验的施工单位来承接此次项目。

“这个被我们称为‘牛腿’的
木质结构，有连接屋檐、撑起屋顶
的作用，完全是用榫卯结构打造
的。这样的外观也比较少有，我
们就仿照了保留着的部分自己做
了一个，花了一周多。”有着30多
年老宅修复经验的木工师傅谢加
长向记者介绍道。为了提高材料
的匹配度，负责选材的王伟良遵
守严格选用原有材料的原则，到
处寻找民国时期的砖瓦。“这种老
青砖和蝴蝶青瓦很难找到生产厂
家了，我们听说哪里古建筑要拆
就赶紧跑过去收集，光青瓦就找
了两个月。”谢加长说。

目前，老宅修缮工作已经完
成，只待与众人见面。

新农村建设的鲜活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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