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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色的哈达
是给尊贵的客人”
这份感谢
来自千里之外的凉山

“这是从木里城关小学带回来的
哈达，黄色的哈达是给尊贵的客人，今
天我们代表木里的孩子们感谢你们的
爱心！”12月28日上午，鄞州区东胜街
道樱花社区党委书记钱慧波向宁波日
报报业集团领导转交了一份捐赠证书
和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木里藏族自
治县城关小学师生赠送的哈达。

11月9日，樱花社区发起“向木里
藏族自治县城关小学定向捐赠冬衣”
爱心活动，社区居民、社区合伙人以及
宁波日报报业集团等党建共建单位的
爱心人士积极行动，募捐了近3000套
冬衣。12月初，樱花社区党委委派社
区班子成员、社工代表、网格员前往千
里之外的城关小学，将这一份温暖送
到孩子们的手中。

为表达谢意，城关小学的师生特
意送上哈达，并由社区代表带回宁
波。樱花社区也为参与定向捐衣中的
爱心人士和单位送上感谢信。

冬衣捐赠联结了甬凉两地，让这
个冬天变得格外温暖。钱慧波表示，
社区一直致力于将志同道合的伙伴们
聚集起来，构建社区合伙人新型共建
共富治理模式。“之后，我们将继续与
社区合伙人开展党建联建、共富助农
活动，让更多人受益。”

记者 王悦宁
通讯员 宓伊沛 杨晓洁

在潘火街道金谷社区，住
着一群特殊的“带娃阿婆”，起
码有200多人。她们大多是来
自五湖四海的“老漂一族”，因
为照顾孙辈来到宁波。但因为
语言不通、文化差异等，这些老
人很难融入宁波。

王素清今年68岁，老家在
呼和浩特，因为要照顾孙子，她
2011年就来宁波了。陌生的
城市和环境加上语言不通等，
让老人一下子有些“水土不
服”。“我儿子、儿媳都是北方
人，平常家里交流都是用家乡
话。每次碰到小区一起带娃
的，很难融入她们，更别说参加
社区活动了。”王素清的话道出
了很多“带娃阿婆”的心声。

今年10月份，金谷社区

启动“带娃阿婆”服务项目，开
办“阿婆课堂”，先从学说宁波
话开始。而本地阿婆则成了授
课老师，教她们学说宁波话、爱
上宁波话、传承宁波话。

何卫群是土生土长的宁波
人，每周二上午，她都会在社区

“阿婆课堂”准时开课，从最简
单的字、词，到稍复杂一些的问
候语，再到宁波本土的童谣谚
语。她循序渐进，用诙谐幽默
的白话翻译宁波话，越来越多
的外地阿婆们加入到学习宁波
话的队伍中来。

一个多月以来，何卫群每天
都会在群里分享一句宁波话。

“学习宁波话要循序渐进，字词
积累多了，课堂上多读，平常日
子多说，语感很快就有了。”

木里的孩子们收到冬衣。
受访者供图

让“老漂一族”更好地融入宁波

这个社区开办的

““带娃阿婆带娃阿婆””在在““阿婆课堂阿婆课堂””认真上课认真上课。。

一场“宁波老话段位赛”
新老宁波人都玩嗨了

本月中旬，金谷社区举办了
一场“宁波老话段位赛”，让这些
新老宁波人都玩嗨了。参加活动
的20名“带娃阿婆”，她们来自全
国7个省份的12个城市。

“宁不涛端（宁波汤团）、供供
起错（公共汽车）、老豆浜（老
头）……”活动中，外地阿婆们说
着不太流利的宁波话，本地阿婆
们则说着蹩脚的“灵桥牌”普通
话，现场一片欢声笑语。

油赞子、矮子饼、灰汁团、米
馒头……阿婆们蒙眼猜宁波美
食，好吃又好玩。“这个是天宫庄
园，今年夏天孙子放暑假，我还去
过那里采摘桑果。”在“猜猜宁波
地标建筑”的游戏环节，来自山西
的谷秀花一眼就认出来了。

“囡囡宝，侬要啥人抱？我要
阿爸抱。阿爸出门赚元宝……”

“落雨嘞，落雨嘞，小八拉丝开会
嘞。”在“童谣接半句”游戏环节，
很多“带娃阿婆”们面面相觑，都
犯了难。但林宝英却一路抢答，
拿下了好几轮。连本地阿婆都夸
赞：“你这水平都要赶上我这个老
宁波了！”

61岁的林宝英2011年就从
福建来到宁波带孙子，如今孙子
已经上小学三年级了。“我媳妇就
是宁波人，孙子小时候，她就经常
唱这些宁波童谣，我就跟着学了
几句，没想到这次用上了。”

除了宁波话比赛，活动现场
还融入了“阿婆讲大道”茶话会。
武汉特色菜“糯米肉丸子”、江西
特色炒米粉、河南郑州的爆炒小
鱼仔、安徽特产糯米圆子，还有宁
波的特色美食……大家带着各自
的家乡特产，来了一次家乡美食

“对对碰”。
金谷社区“带娃阿婆”服务项

目推出以来，成了社区的网红项
目，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新宁波人
的关注。社区联动周边“朋友
圈”，聚焦“乐学·阿婆课堂”“乐
享·阿婆空间”“乐活·阿婆出行”
和“乐居·阿婆花园”四大服务内
容。其中，“阿婆课堂”就推出一
系列特色课程，学说宁波话、智能
手机教学、红十字急救技能教学、
非遗文化大讲堂等，每节课都颇
受欢迎。 记者 薛曹盛

通讯员 杜吉 章媛 文/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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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啊摇，摇到外婆桥，外婆来格纺棉花，舅舅来格摘枇杷；
看见人客格格笑，又端矮凳又倒茶。糖一包，果一包，还有三块
黄年糕。”近日，鄞州区潘火街道金谷社区活动室，“阿婆课堂”
开课了。来自社区的老宁波人何卫群讲着石骨铁硬的宁波话，
而津津有味听课的则是来自五湖四海的“带娃阿婆”们。

从今年 10月份以来，这样的宁波话“阿婆课堂”已经开设
了 10 余节，学员从最初的 20余人增加到了 50余人，越来越
“圈粉”。

教她们学说宁波话、爱上宁波话、传承宁波话1

阿婆课堂火火了了！！

今天，“2023年度宁波市民喜爱的文
明示范营业网点评选”启动啦！请大家
积极推荐自己喜爱的网点吧！

“宁波市民喜爱的文明示范营业网
点评选”活动，旨在宁波地区树立一批具
有先进性、引领性和示范性的优秀金融
网点，展示宁波银行业良好的窗口服务
形象，同时也让宁波市民更好地了解银
行网点的窗口最新服务功能。

对于宁波的金融机构来说，每届评

选都是契机，既可以“晒晒”平日里管理
到位、服务佳、科技含量高的网点，又可
以对自家网点进行“全面检测”，还能发
掘潜在客户群，可谓“一举三得”。

本届活动中，金融机构将积极推荐
自家网点。同时，欢迎读者朋友积极推
荐自己喜爱的网点：有的网点在所在社
区拥有超高人气，有的网点在投资理财
服务上拥有良好的口碑，有的在金融创
新上可圈可点，有的在服务小微上有“独

门秘籍”,总之都有棒棒的口碑。
1 月 12 日，这些网点将进行集中

展示。
参选的网点均具备以下条件：银行

网点管理科学规范，完善管理机制，强
化细节，从提升服务理念、牢固服务基
础、开展金融创新、履行社会责任等方
面切实提升银行业服务水平；依法经
营，遵守金融行业有关法律法规；遵守
有关法规和标准的有关规定；诚信经

营，经营特色明显，在行业中有较高知
名度，经济效益较为显著；消费者认可
度较高，投诉率低等。

此次评选活动采用报纸选票回寄、
邮件投票方式进行投票，并由评审组进
行综合评判，评选出“2023年度宁波市民
喜爱的文明示范营业网点”。

请大家积极推荐自己喜爱的网点
吧！

包佳

“2023年度宁波市民喜爱的文明示范营业网点评选”今日启动
请大家积极推荐自己喜爱的网点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