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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更全面！
东钱湖执法队拓展
“共享奶奶”新品牌

为有效提升执法服务水平，东钱
湖综合行政执法队深入践行“721工作
法（即 70%的问题用服务手段解决、
20%的问题用管理手段解决、10%的问
题用执法手段解决），依托城管义工平
台，顺应发展新形势，满足群众新需
求，不断拓展服务内涵，助力“共享奶
奶”新品牌。

从“十员治十乱”到“一老助一小”

近三年来，东钱湖执法队城管义
工办事处在执法监督员、城管考评员、
文明引导员、便民服务员、市容维护
员、垃圾分类督导员、绿化维护员、知
识宣传员、民间路长、综合服务员等

“十员治十乱”服务品牌的基础上，按
照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解群
众之所困的宗旨，在维护幼儿园周边
的市容秩序和出行通畅的同时，培育
城管义工团队变身“共享奶奶”，开辟
一条接送孩子绿色通道，对放学无人
接送、家里无人照管、课后无人陪伴的
孩子们予以帮助。

该项服务以老幼两大群体为切入
点，致力于探索社区自主的“一老一
小”互助新模式，旨在汇聚点点滴滴的
善行善举助力打造经济高质量发展首
善之区。

从“一个人”到“一群人”

从发现清泉社区袁佩君老人接送
没有血缘关系的孩子善举起，东钱湖
执法队城管义工办事处积极组织58名
城管义工加入“共享奶奶”志愿互助服
务团队并成为核心队员。

目前。该团队共有志愿者 269
名。该项服务在有效破解双职工家庭
接送孩子难题的同时，还有效缓解了
老年群体价值无法延续、情感无处依
托、时间无处度过的焦虑状态。

从“搭把手”到“多面手”

东钱湖执法队城管义工在变身“共
享奶奶”给辖区双职工父母接送孩子搭
把手的同时，作为城市管理力量的有效
补充，城管义工努力拓展服务内涵，积
极参与开展矛盾调解、环境治理、助贫
扶弱、民俗传承、派发生姜茶和腊八粥
送温暖等工作，在重大赛事和保障期间
重点做好捡拾垃圾和烟头、劝离流动摊
贩、劝收乱搭帐篷、开展垃圾分类等涉
及有损市容问题的处置。

去年以来，东钱湖执法队共组织
城管义工开展256次服务，时长达500
小时，步行累计约635公里。

记者 边城雨
通讯员 忻红丰 张科登 文/摄

活动在民族风舞蹈《喜马拉
雅热》中拉开帷幕。藏族歌舞、旗
袍走秀、情景音画、“童”声唱中华
……两地别具特色的表演，展现
了文化交融的动人风光。

“这次和小伙伴们一起表演
非常开心。我们想把暑假去天峻
认养牦牛的感受，用一篇篇日记
的方式，说给大家听。”参加了
2023年宁波首批“认养牦牛”亲子
游学团的王瑜悦小朋友说。

不仅宁波的孩子们去了天
峻，2023年，宁波市文化馆“一人
一艺”特色课堂也走进了天峻，为
当地的民族小学培育了一支鼓号

队。作为培训老师之一，鄞州区
中河街道宋诏桥中学的音乐教师
孙晏表示，现场听到来自高原的
鼓号声，心里非常感动，“有机会
我想再去一次天峻，把更多艺术
文化的种子播撒到高原的土地
上。”

活动现场，以黑牦牛帐篷为
元素打造的冬日市集，融合了两
地年俗美食，汤圆、豆酥糖、杨梅
酒、龙凤金团、年糕饺等宁波非遗
美食，天峻的牦牛奶、牦牛肉干等
特色藏族风味，吸引了不少游
客。大家逛市集、看演出，沉浸在
暖暖的冬日氛围中。

临近春节，又到了制作年糕的旺
季。 对宁波人来说，软糯的年糕里藏
着对新年的美好寓意，“年糕年糕年
年高，今年更比去年好”。1月4日，
位于镇海骆驼街道敬德村胜光自然
村的年糕作坊迎来了一年中最忙碌
的时候，满屋热气腾腾，充满浓浓的米
香，前来加工年糕的顾客络绎不绝。

年糕作坊的主人洪海荣今年71
岁，制作年糕已经有近20年，因为手
艺好，他做的年糕供不应求，忙的时
候，一天要做1000多公斤年糕。

“我这里制作年糕工艺比较简
单，用的原料只有大米，经过浸米、磨
浆、压干、粉碎、上蒸、挤压、分切、晾
干等工序，一条条软糯的年糕就成
了，都是老底子的做法，没什么特别
的。”年糕制作过程看似简单，但实际
上全凭洪海荣的经验，例如压干的力
度、蒸的时间等。

除了传统的水磨白年糕，洪海荣
也尝试制作了艾草年糕、桂花年糕、
红薯年糕等其他口味的年糕，给年轻
人提供更多的选择。

如今，像洪海荣这样的年糕作坊
并不多见了，为了给周边的居民提供
方便，他还提供年糕代加工服务。当
天，镇海九龙湖镇的洪先生带着50多
公斤大米专程赶到作坊来制作年糕。

“每年快过年的时候，我都会来
这里加工年糕，自己留一些，剩下的
就送给亲戚朋友尝尝。”洪先生说，虽
然自己制作比较麻烦，成本也比外面
买的要高，但是自己做的年糕更加软
糯，口感更好。
记者 郑凯侠 通讯员 施宜卿 文/摄

再续“山海情”！
这个“黑牦牛帐篷节”

让甬城暖意融融

帐篷市集。

共享奶奶在帮接送小朋友。

年糕飘香
年味

2023年，是宁波对口支援天峻县
的第13个年头。去年一整年，援青工
作接续奋斗，两地交流成果丰硕。此
次由天峻县人民政府、浙江援青天峻
工作组携手打造的“黑牦牛帐篷节”，
又一次让“山海情缘”在宁波相聚，成
为甬峻13年对口支援工作中的一张
温暖名片。

活动现场，“我在宁波·牛在天峻
——牦牛认养千人行”合作签约，甬峻

“拾柴”暖心计划正式启动，延续了新
一年宁波与天峻的“山海情”。其中，
甬峻拾柴暖心计划将在2024年携手
更多爱心力量成立甬峻爱心联盟走进
天峻。

现场的爱心树上，挂满了写着天
峻人民所需物资的小卡片，市民朋友
们只需要扫描卡片上的捐款二维码，
就可以为甬峻拾柴计划贡献自己的一
份力量。

甬峻两地更频繁的“三交”互动，
更立体的对外宣传，更精准的对口帮
扶，不仅更加丰富了甬峻合作内涵，也
推动了甬峻合作升级。宁波市对口支
援合作局相关负责人表示，2023年，两
地多点合作持续推进，文化走亲更是
高潮迭起。展望新的一年，两地将进
一步拓宽合作领域、丰富甬峻合作内
涵、推动甬峻合作升级，延续宁波与天
峻的“甬峻之情”和“山海之恋”。

记者 施代伟 通讯员 宣瑾 文/摄

1 月 6 日下午，一个融合民
族特色风情的“黑牦牛帐篷节”
在慈城古县城举行。歌舞表演、
亮灯仪式、非遗市集、摄影展览
……宁波、天峻两地民众载歌载
舞，以文为媒，双城互动，让甬城
看见美美天峻，让天峻感受暖暖
宁波。

宁波天峻再续新篇章

现场刮起“最炫民族风”

浓浓渐渐

洪海荣洪海荣（（右右））在制作年糕在制作年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