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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你，每年都把汤圆送来，我心里真的很
暖！”2月3日下午，鄞州区东柳街道太古城社区辖
区店铺——“咸香下饭”的老板娘蔡素绢，将煮好
的汤圆送到独居老人李士英家中，李士英激动地
说着感谢的话。

李士英84岁，因为之前摔倒过，行动不便，今年
已经是她第四年吃到蔡素绢送来的汤圆了。除了
李士英，当天蔡素绢还给社区的其他25名独居老人
送去了汤圆。对于这里的老人来说，元宵节吃到蔡
素绢做的汤圆，已经成为一种习惯。

2019年11月，蔡素绢在位于太古城社区的百
丈东路1039号开了家饭店。热心的她，总想为大
家做些什么。

2020年春节前夕，她邀请太古城社区独居老
人到店里吃年夜饭。她提前与老人们联系，根据
每个人的口味，准备了白蟹、三黄鸡、红烧鲳鱼、春
卷等美食。第一年的年夜饭，李士英老人就参加
了。回忆起当时的场景，李士英幸福感满满：“菜
很丰富，我们这些老人聚在一起，还有共同话题
聊，大家别提多开心！”那年元宵节，蔡素绢还给李
士英等老人送去了汤圆。

疫情暴发初期，由于周边饭店关闭，蔡素绢担
负起为社区工作人员做饭送饭的重任。她鼓励饭
店员工克服种种困难将热乎新鲜的饭菜及时送到
每位社工手中。那段时间，她几乎跑遍了东柳街
道的每个社区。每逢酷暑，她会煮绿豆汤送给社
区的桶边督导员、保洁员等；台风天里，她为志愿
者送餐……

接下来的两年春节，因为疫情，蔡素绢将做好
的年夜饭打包，在社区网格员以及居家养老工作
人员的陪同下，一起上门送给独居老人。除了送
年夜饭，每年元宵节，蔡素绢也总会跟社区联系，
并提前准备好制作汤圆的食材。

去年底，蔡素绢与店员们都“阳了”，为了老人
们的安全，她只好“请假”，提前关店回老家过年。

春节期间，蔡素绢惦记着社区的独居老人。得
知有些独居老人因为行动不便未能参加社区开展
的元宵节活动，蔡素绢便提前离开老家回到店里。

2月3日上午，她准备好糯米面粉、豆沙馅等
材料，在店里包汤圆。搓、捏、按、团一些步骤之
后，一块块白白的糯米面在蔡素绢手中变身为“兔
兔”汤圆，煮好后，她和志愿者一起送到行动不便
的独居老人家中。

“希望下一个春节我们能相约在店里一起吃
年夜饭！”蔡素绢说。

记者 王悦宁 通讯员 陆婧楠 王林波

连续四年
为独居老人送汤圆
她与社区独居老人
共度元宵节

2月3日下午，象山法院两名法官登上前往鹤浦
岛的渡轮，去拜访一位独居老太太，提前与这位老人
过元宵、吃汤圆。

一年前，在象山县人民法院审理的一起民间借贷
纠纷中，项老太太被申请追加为被告。因原告远在
外地，且项老太太住在鹤浦岛上，行动不便，石浦法
庭庭长孙素静便前往老人家中开展巡回审判，并与
原告远程连线。

通过移动微法院，原告看到了老人家徒四壁，只身一
人，还需要抚养小孙子，动了恻隐之心，最后决定撤回对老
人的起诉。

虽然案件得到了解决，但是项老太太祖孙二人
的生活现状让人看得揪心。

“老人现在靠低保生活，还有年幼的孙子要抚
养，生活非常困难，我们一起帮帮她吧。”回到单位
后，孙素静号召同事捐款，然后带着慰问品和捐款再
次登上海岛，看望老人。

“谢谢，谢谢你们……”老人很激动，紧紧握住孙
素静的手，泣不成声地道谢。

今年元宵节到来之际，石浦法庭的法官们早早
就去菜场买了猪肉、蔬菜、鸡蛋，还准备了米、油等生
活物品，最终决定由两位员额法官张文芝、余海东作
为代表，专程去拜访这位独居老人。

看到两位法官拎着大包小包走向自己，老人愣
愣得站在家门口，手足无措。反应过来后，老人急忙
将大家迎进家门。转过身的那一刻，老太太的眼眶
红了，不住地抹泪。

两位法官在老人家中的门上贴了迟来的新春
“福”字，希望新的一年，老太太能身体健康，平平安
安。还自己动手生火、洗菜、切菜，为老太太包了象
山县当地特色的元宵佳肴“肉包汤团”，并和老太太
一起吃上一顿别样的“团圆饭”。饭桌上，他们和老
太太唠家常、聊近况。

“这汤圆蛮好。”听着法官的话，老太太吃着汤
圆，露出了满足的微笑。

“孙子会给我包汤包，我腰不好的时候还主动帮
我生火，我给他5元钱买早饭，他都会留两元存起来，
所有人都夸他懂事……”老人说起在海对面读书的
孙子，眼眶又湿润了，同时又是满满的骄傲。

从老人口中得知，她的孙子当天会从镇上回家
来看她。“我孙子平常就爱吃肉包汤团，今天刚好给
他留了几个。”

“您可一定要保重身体、健健康康的，这样才能
看着小孙子长大成家。”张文芝法官对项老太说道。

临走前，老人拉着法官们的手久久不肯松开。
记者 吴冕 通讯员 陈逸舟

人间至味是团圆
法官远赴海岛
与独居老人吃汤圆
共度元宵佳节

张文芝（左一）和余海东（右一）与老人一起吃汤圆。

上午9点整，巡游开始。鼓乐齐鸣，龙旗
开道，銮驾方队、龙狮方队、船灯马灯方队等
紧随其后，巡游队伍绵延数百米，一路走村串
巷，为村民送上新春祝福。

巡游队伍回到村里后，还专门进行了表
演。身着节日盛装的村民，挥舞飘扬的彩绸、
打响清脆的腰鼓，开启“锣鼓喧天模式”。紧
接着，两只活灵活现的醒狮昂首阔步而来，它
们辗转腾挪、欢腾跳跃，动作神态惟妙惟肖。
金灿灿的巨龙随着音乐鼓点的快、慢、轻、重，
摆出“蛟龙出海”“朝拜五方”等造型，瞬间点
燃了观众的热情，掌声、喝彩声不断，把活动
推向了高潮。

“我们村的元宵民俗花灯巡游活动已经
连续举办了四届，节目一年比一年丰富，不但
有船灯、马灯等传统的民俗花灯，还有道情、
莲花落等‘非遗’项目。”活动负责人王亚青介
绍，“每次活动，村民的参与积极性都很高，每
家每户都会派人，不仅有‘老青壮’，还有六七
岁的孩子。这样的活动不但能增强村民凝聚
力，也为节日增添了欢乐气氛。”

据了解，花堂村是岔路镇岔路村的一个
自然村，人口不足千人，民风淳朴，是岔路著
名的文化特色村。自古以来，这个村就有专
门的车灯队和舞狮队，远近闻名，每年正月初
四一过，他们就到各村进行巡回表演，一直持
续到正月十四。 记者 张海玉
通讯员 周蓓颖 蒋攀 周如歆 尤才彬 文/摄

“天下元宵在十五，宁海十四闹元宵”。
昨天的宁海好不热闹：流传于宁海乡间的传
统民间舞蹈——船灯舞又上街巡游了；岔路
镇花堂村人山人海，热闹非凡，来自四面八方
的游客来到这里，观赏一年一度的“十四夜”
民俗花灯巡游活动……

船灯舞是宁海县桃源街道冠庄片颇具地
方特色的灯舞。

“明末清初是船灯舞表演的兴盛期，在宁
海域内曾有过船灯表演班子的村镇多达20
多个。”冠庄船灯市级非遗传承人潘以苗说，
此前冠庄船灯是宁波市级非遗项目，前几天
第六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公布，冠庄船灯项目位列其中。

潘以苗说，他祖父每每说起自己小时候
的那个年代，每逢春节、元宵节和重大的民俗
节庆，都能看到船灯表演，不仅整个冠庄人爱
跟着巡游的队伍看，周边村庄、乡镇都会有人
过来观看这场“盛会”。

船灯舞常在面积很大的空地上表演，每
到一地，先以四个持高脚灯笼者占据四角，划
定表演范围。

船灯舞以双船四人组合表演的形式进
行，称“狮凤船”。狮船主威，趋吉避凶，是对
于美好生活的向往；凤船神鸟，浴火重生，是
不屈不挠的精神追求。凤船和狮船双船里分
别有饰演小生、艄公、小旦和船娘的演员，他
们手扶船舷边，舞着船灯随着乐队的锣鼓点
变化，踩着走平稳快速的碎步，似顶着风雨雷
电在风浪中穿行。

独具魅力的船灯舞

花堂村民俗花灯巡游

“渔鼓队来了！”
“龙灯队来了！”
“鱼灯队来了！”
“‘八仙过海’来了！”
……
昨晚，正月十四夜，在象山石浦镇海峡广

场，挤在马路旁边的人们兴奋不已，因为疫情
暂停了三年的石浦正月十四夜踩街活动又回
来了！

在象山，素有“元宵过十四不过十五”的传
统，尤以石浦为甚。传说明嘉靖年间，有一次戚
家军在石浦、南田一带驻守时，遇到倭寇来袭，
来不及准备食物，便将小菜加上米粥、薯粉做成

“糊粒羹”，既当饭又当菜吃，将士们吃饱后作
战，大获全胜。那天正好是正月十四，于是家家
户户便以正月十四吃“糊粒羹”来表达对戚继光
抗倭的纪念，沿袭至今已有400多年历史，并成
为民间岁时节令习俗，“石浦十四夜”也入选了
浙江省级“非遗”名录。

正月十四，石浦最大的活动是夜里的踩街
活动。一入夜，龙灯队、马灯队、鱼灯队、抬阁等
各种民间民俗表演队伍自发组织，精心装扮，一
路敲锣打鼓从延昌出发汇集到石浦镇中心地
带，尽情表演，热闹非凡。

昨晚的“渔光之城 祥兔闹元宵”正月十四
夜踩街活动从18时30分开始，由石浦延昌小学

出发，经大华路、渔港北路、渔港中路、海峡广
场、渔港南路、金山路，至半岛酒店路口结束，全
长4.1公里。

虽然当晚的石浦下着淅淅沥沥的小雨，但
当象山渔鼓队、昌国龙灯队、东门鱼灯队、延昌
小学马灯队、石浦细十番乐队、传统抬阁队伍等
17支队伍浩浩荡荡地走来，沿街数万群众的热
情都被点燃。

他们难掩内心的激动，纷纷跟着游行的
队伍唱啊、跳啊，他们拿着手机拍照片、拍视
频，争相记录下这激动人心的一刻。带着孩
子守候在渔港中路的象山红十字台胞医院医
健集团总院的一位医生欣喜地说：“我们前赴
后继和病毒战斗了3年，就是为了大家健健康
康平平安安欢欢喜喜闹腾的这一刻！太不容
易了！”

在海峡广场，当象征着“风调雨顺、五谷丰
登、消灾祛难、国泰民安”的舞龙队伍走过来时，
站在这里维持秩序的一位警察也是百感交集。
他向记者兴奋地说：“我的愿望是从今往后年年
的石浦十四夜踩街都顺顺利利地办下去，哪怕
是我年年在这里执勤，我也愿意！”

“一曲笙歌春如海，千门灯火夜似昼。”
2023年正月十四夜的石浦渔港，万人空巷，注
定无眠。

记者 张晓曦 通讯员 陈光曙 史蓓琪

蔡素绢（右）上门给独居老人李士英送汤圆。

昨晚昨晚，，石浦十四夜踩街盛况石浦十四夜踩街盛况。。通讯员通讯员 谢定会谢定会 摄摄

花堂村巡游队伍在表演舞龙。

花堂村巡游队伍中，小朋友提着兔子灯。

凤船表演。

船灯舞在街头表演。

花堂村巡游队伍在表演舞狮。

宁海十四

闹闹
船灯舞、花灯巡游、
舞龙舞狮……

石石浦浦
正月十四夜踩街正月十四夜踩街

又回来了

元元宵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