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都市圈

A072023年9月12日 星期二 责编/胡晓新 朱忠诚 审读/刘云祥 美编/徐哨

在繁裕社区的新时代文明实践站，
有个“繁花似锦”共富工坊，大到手工编
织包，小到棉鞋、遮阳帽等，各类手工制
品琳琅满目。

“很多老乡都是一大家子来宁波，老
公出车，她们就赋闲在家，我想着把她们
组织起来，做点有意义的事。”共富工坊
2015年成立，牵头人就是秦纪群，成员都
是来自六安的妇女。社区每周邀请手工
老师开展培训，教大家各类编织技术，对
接手工订单需求，实现创收。

前几年，在社区的对接下，共富工坊
做过一笔外贸订单，单笔就创收6万元。
美国一家企业需要大量手工编织的向日
葵毡花，0.5元/朵，按件计费。共富工坊
立马召集20余名妇女集中生产，短短5
天时间人均做出6000余朵。其中，52岁
的马祥群动作麻溜，一个人就做了7200
朵，拿到了3600元酬劳。

目前，“繁花似锦”共富工坊有 50
余名成员，年龄在 30岁到 70岁不等。
今年以来，“繁花似锦”共富工坊已组织
爱心活动27次，编织爱心冬鞋、爱心衣
帽、爱心围巾600余件，通过共富集市、
社区团购、平台直播等方式义卖，筹集
的资金汇入博爱公益基金，救助困难妇
女儿童。

钟公庙街道位于鄞州核心城区，区
域人口虹吸效应明显，每年有大量的外
来人口涌入。“牛广社夫妇在宁波24年，
他们充分发挥了‘一名流动党员就是一
面旗帜，一个流动党支部就是一个战斗
堡垒’的作用，让流动党员从‘流入’变

‘融入’，更好地服务当地的经济社会发
展。”钟公庙街道钟公庙街道党工委书记
郭琼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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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六安到宁波24年

“牛大哥”带动
万余名老乡
从“流入”
到“融入”
“别担心，会

好起来的，我们
都在！”9月 10日
上午，鄞州区钟
公庙街道繁裕社
区六安流动党支
部书记牛广社来
到明州医院，宽
慰 着 老 乡 时 光
勤。她的丈夫因
突 发 疾 病 住 进
ICU，面对高额的
手术费，一家人
陷入窘境。得知
情况后，牛广社
和 妻 子 一 起 张
罗，联系六安流
动党员，为他们
众筹近万元爱心
款。

从找工作到
矛盾纠纷调解，
从办学校到成立
“共富工坊”，在
宁波 24年，牛广
社带动了万余名
老乡来宁波安居
乐业，让他们从
“ 流 入 ”到“ 融
入”。

牛广社的老家在安徽省六安市。24
年前，33岁的他带着妻子秦纪群来到宁
波，这一待就是24年。“那时候，工程车就
是我的家，吃住都在车上。”牛广社每天
起早贪黑，慢慢在这座城市扎根。那些
年，有安徽老家的亲戚们来宁波，他都会
牵线搭桥，大家都亲切地叫他“牛大哥”。

同乡的秦国应，妻子常年卧病在床，
家庭困难。听说牛广社在鄞州组建车
队，他想带着孩子来宁波发展。在牛广
社的帮助下，他在车队修补轮胎，3个儿
子跟着学手艺。如今，一家人早已买房
安家，成了“新宁波人”。

这些年，每年都有几百人从六安来
宁波“投奔”牛广社，但随之而来的，是外
来务工人员子女“入学难”问题日益突
出。“2000年，我们繁裕社区周边就有60
余名六安随迁儿童，当时政策紧张，这些
孩子无法在本地学校入学。”作为六安市
驻宁波流动人口计生协会联合会秘书
长，每天有很多老乡向秦纪群诉苦。她
下定决心，一定要让老家的孩子在宁波
读上书。

眼看着开学的日子临近，秦纪群辗
转找到属地政府。最终，在政府部门的
支持下，夫妻俩办了一所学校。“那年开
学，我们老家陆陆续续来了100多个学
生，我们请来老师给他们上课。”他们把
这所学校取名“育才小学”，希望孩子们
能读书成才。2010年，该校并入首南泰
安学校，继续为外来务工子女提供教育。

如今，在鄞州集聚了60多支工程车
队，近万名六安老乡。小到夫妻矛盾，大
到公司纠纷，牛广社夫妇总是扮演着“大
管家”的角色，为这些老乡奔走忙碌。

那些年，很多老乡陆续从六安来到
宁波，在这里开启一片新天地。2005年，
六安霍邱县冯瓴乡政府找到牛广社，提
议在宁波当地建立“流动工作站”。2009
年，“流动工作站”升级为“六安市霍邱县
驻宁波市鄞州区流动人口党支部”，牛广
社成了支部书记。

那年，夫妻俩租了一套三室一厅的房
子，专门留出一间作为流动党支部办公室。

“当时，‘流动支部’的牌子就挂在窗台，三天
两头有人往家里跑，有来调解的，有来诉苦
的。”秦纪群说，有时支部会议开到很晚，他
们就邀请大家留下来吃个便饭。“乡亲们在
外打拼不容易，有了党支部，就像有了家。
大家碰上什么难处，都会来找我们。”

当上支部书记后，牛广社感觉肩上
的担子更重了。“以前主要帮老乡介绍工
作，现在要想着怎样更好地服务他们，让
大家都过上好日子。”

2014年，因六安车队的工程车噪音

大，政府在鄞州大道附近规划了固定停
车点，距离驾驶员的住处较远，出车增加
了一些麻烦。当时，车队长组团找到牛
广社反映问题，但他却反过来劝慰大
家。“宁波是文明城市，大家都要出一份
力，这事没商量！”

“现在，鄞州就是我们的第二故乡。
钱能挣回来，六安车队的形象丢了，就挣
不回来了。”虽然嘴上放狠话，但私底下
牛广社却挨个找老乡谈心。

2008年汶川地震那会儿，牛广社第
一时间发起爱心捐款。短短两天，大家
众筹17.5万元善款，通过鄞州民政局定
向捐赠地震灾区。

“老乡们信任我，来找我，我要对得
起他们的这份信任！”牛广社是这么说
的，更是这么做的。来宁波找工作找“老
牛”，有矛盾纠纷找“老牛”，甚至连生病
就医都要“老牛”张罗……这些年，他就
是默默奉献的“孺子牛”。

从小作坊到共富工坊
“繁花似锦”助力公益

从工作站到党支部
他是服务老乡的“孺子牛”

从找工作到办学校
他们是事事操心的“大管家”

大家在流动党支部办公室召开支部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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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大家亲切地称为“牛大哥”的牛广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