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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樊莹 摄影记者 刘
波 通讯员 王谢雪）“第一次包粽子，
也是第一次吃粽子，一切都很新鲜。”
昨天下午，海曙南门街道马园社区联
合辖区多家单位举办了一场特别活
动，一群年轻面孔学包粽子，其中还

有不少外国友人。
亚菲特，来自埃塞俄比亚，现在是宁

波工程学院大二学生，他很喜欢中国文
化。“我们家乡没有端午节，感到很有趣。”

据悉，这次活动是南门街道马园
社区举办，旨在传播中国传统文化。

本报讯（首席记者 薛曹盛 通
讯员 陈琼）前天上午，海曙阳光公
益团队志愿者和往常一样来到奉化
裘村敬老院，给老人们服务，其中，
一群“老外”志愿者格外惹眼。对这
里的老人们来说，这些老外志愿者
早就成了再熟悉不过的老朋友。

这批志愿者队伍中，有6名来自
印度，大家一起分工协作。现场，志愿
者海门协助理发志愿者胡阿姨，为刚
修剪好头发的老人们洗头。亨利戴上
眼镜，细心地为老人修剪趾甲。

肯尼是本次活动的外方负责
人。他2002年来到宁波，一直做外
贸生意。一次偶然的机会，他跟随海
曙阳光公益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来
到裘村敬老院，第一次接触这些老
人。“他们缺少爱和关心，虽然我们
语言不通，很多老人不会说普通话，
但我从他们的眼神里感觉到了一种
渴望。”当他得知这里住的37名老人

多数是孤寡老人，日常缺少陪伴，他
决定每个月来看看他们。

从去年2月份起，每个月的最后
一个星期日，肯尼都会跟随“阳光”
志愿者，开车1个多小时到敬老院服
务。一年多下来，他们和养老院里的
老人成了朋友。慢慢地，老外志愿者
队伍从最初的2人增加到12人。“看
到他们就好像看到了我们的父母，
我们很愿意帮助他们。”

裘老伯腿部有残疾，肯尼每次
去都会细心询问他的身体状况：“身
体好点了吗？”“好，好，谢谢侬！”尽
管双方能交流的语言不多，但老人
的脸上却洋溢着幸福。

“宁波是一座很友善的城市，我
在这里工作17年，感觉很快乐，我愿
意为这座城市做一点有意义的事。”
肯尼动情地说，看到这些老人就好
像看到了自己的父母。“如果我能带
给他们温暖，我愿意一直做下去。”

本报讯（首席记者 薛曹盛 通讯
员 汪亚丽）这两天，宁波首批地产水
果玉米抢鲜上市。

绿苑果蔬专业合作社果蔬基地内
检员沈永林说，水果玉米是在甜玉米品
种的基础上，通过杂交等传统育种技术
培育出的新品种，是绝对的绿色食品。
在宁波，以前只有镇海的个别农庄进行
种植，因为口感超好，一跃成为“网红”。

今年，“绿苑”引种40亩大棚水果

玉米，通过精心育苗和后期管理，大获
成功。以前，水果超市中销售的水果玉
米，大多从云南等外地空运而来，现在
宁波人能吃到地产的水果玉米了。

目前，本土的水果玉米在高端水
果超市、大卖场以及大电商平台预订
火爆，每棒零售价达13.8元。为了满
足不同时期的货源供应，合作社的水
果玉米实施分批下种分批采摘，采摘
期可一直可持续到12月。

中一社区党支部书记赵剑军把
那些不关心、不参与垃圾分类活动
的居民称为“隐形人”。

赵剑军说，他其实能够理解那
些“隐形人”的想法。以“撤桶并点”
为例，对有些居民来说，原本下楼就
能扔垃圾，现在得走上一段路；而对

于有些居民来说，家里附近突然多
了几个垃圾桶，感觉很不自在。“习
惯突然被改变，很多人嘴上虽然不
说，但心里多少有些抵触。”

“垃圾分类是一项需要全民参与
的工作。‘隐形人’存在，对社区来说，
就不能视而不见。这个难题要‘破’。”

现状：不少人成了垃圾分类“隐形人”

该拿垃圾分类“隐形人”怎么办？
镇海中一社区想了个招：依靠身边人，润物细无声

“能争取的都争取了，可总有一部分人觉得垃圾分类跟自己关系不大，无心
参与。”镇海区蛟川街道中一社区在垃圾分类活动推进中遭遇的瓶颈，对很多社
区来说，颇有共鸣。

这个难题怎么“破”？中一社区想了个招：还得依靠身边人，“润物细无声”。

□记者 石承承 通讯员 贾默林

走进香河湾小区9幢冯建芬的
家，第一感觉就是干净、整洁。

厨房里，两个垃圾桶，一个装厨
余垃圾，一个放其他垃圾，至于那些
可回收垃圾，特地在门口专门放了一
个筐。放满了，就拿到楼下处理掉。

让不少人头疼的吃饭过程中产
生的垃圾，“骨头啥的就放骨盆里，
餐巾纸啥的就放桌上，吃完饭，各归
一堆，很容易分类。”

在香河湾小区，冯建芬是出了
名的“垃圾分类达人”，不仅因为她
自己家的垃圾分类做得好，更因为
她还带动了周围一大片人参与到垃
圾分类中。

同住香河湾小区的陈凤梅是带孩
子时和冯建芬认识的，因为聊得来成
了好姐妹。“一开始我感觉（垃圾分类）
弄不来，也没什么积极性参与，都是她
（冯建芬）帮我扫码。因为有人教，我就
跟着学，现在也算是学会了。”

“我也是跟着她（冯建芬）学了
差不多一个月，终于学会怎么扫码
了。”同样住在香河湾小区的陆万侠
说。如今，对她来说，垃圾分类已经
成为一种习惯。

粗略统计了一下，光一个冯建
芬，差不多就带动了周围几栋楼十
几户人家一起参与到垃圾分类中
来。

突破：依靠身边人，润物细无声

中一社区的社工们也是在入户
走访时发现冯建芬这个“宝藏”，以
一己之力带动那么多人参与垃圾分
类。

最让社工们佩服的是，“所有劝
导工作都是在聊聊天，串串门中完
成的，原本那些不主动参与垃圾分
类的居民的反应也没有那么反感。”

这个发现让赵剑军和社工们灵
机一动：社区里最不缺的就是热心
人，能不能多挖掘一批积极参与垃
圾分类的“身边人”，通过“润物细无
声”的方式来打破垃圾分类推进中
的瓶颈？

“而且这一种经验可以复制。”
赵剑军说。

截至目前，香河湾小区已经挖
掘出像冯建芬这样的“垃圾分类达
人”20余名，红墅湾小区入住率较高
的楼几乎每栋都有“垃圾分类达
人”；银凤绿苑小区也有“垃圾分类
达人”19名。

社工说，“身边人”引导带来的
效果是明显的，以银凤绿苑小区7号
楼1单元为例，参与垃圾分类的户数
已占到70%以上；红墅湾小区1号楼
整栋参与垃圾分类的户数已占到
40%以上。

成果：一个单元参与户数提升到70%

奉化养老院来了一群“洋义工”
“如果能带给他们温暖，我愿一直做下去”

宁波首批地产水果玉米抢鲜上市

老外学包粽子，感受中国传统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