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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志成城众志成城 决胜决胜

溪滨村文化礼堂也是村里的避灾中心，今年刚刚
建成。台风登陆的前一夜，还没走近溪滨村文化礼堂，
风雨中远远地传来一阵阵聊天声，显得特别热闹。走
进一看，一张大圆桌，围坐满了群众，正七嘴八舌地热
议着村中事务，俨然成了“圆桌会议”。

“家里的房子是危房，风大、雨大，怪吓人的，被安
置到这里很安全。”83岁的刘兴金是土生土长的溪滨
人，对所在的金岙自然村发生的事更是上心，“这里平
时也是文化礼堂，除了避灾安置功能之外，闲时还用
来给村里人摆酒席。希望今后这个场所，趁着大家都

在，好好地说道说道。”
刘兴金抛出的这个问题，立马引起了大家的兴

趣。51岁的刘利宽接过话茬，“前几天隔壁村里搞了
一场百姓大舞台，弄得可热闹了。我们这个文化礼堂
刚建好，不知道能不能让这个东风也吹到我们小村
里来……”

“是啊！是啊！”众人都纷纷附议着。就这样，他们
从眼前的场所应用，再到周边的村庄建设，再到宁海
的艺术振兴乡村做法……话题越来越多，气氛越说越
热，窗外的风雨声都显得有些小了下去。

台风中，文化礼堂成了村民共同的家
暴风雨远去，这个“家”一直都会在

随着新农村建设的深入，文化礼堂在

宁波遍地开花，仅宁海县有193家文化礼

堂，平日里文化礼堂是当地百姓文化休

闲、开大会的场所。当出现重大事件的时

刻，它们又成了群众的避难处。

此次“利奇马”台风来袭前，宁海境内

受影响较大乡镇的文化礼堂均已启用，成

为村民临时转移安置点。对于村民们来

说，那晚，他们就有了一个“新家”——文

化礼堂。

□记者 施代伟 朱立奇 文/摄
通讯员 林深 顾鹏翔

文化礼堂不仅是传播、弘扬民族文化的地方，更是在危急时刻传递爱心和正能量的场所。患难
之中见真情，通过这次天灾，很多相识的和不相识的人聚在了一起，大家对邻里友情有了更深的理
解，对文化礼堂有了更多的认识。

危急时刻来临，文化礼堂这里就是广大群众共同的“家”。万众一心，方可排除万难，台风“利奇马”
已经过去，转移到安置点的很多村民都返回了家中。文化礼堂度过的这一夜，会一直留在大家心中。

我们相信，在宁波这座爱心城市里，文化礼堂不仅是传播文化教育人生的场所，更是宁波人面
对困难永不低头，邻里之间守望相助的象征。

难忘这一夜的守望

深甽村
乡民和建筑工人相伴

“我在手机上看过，海浪能有四米高，这次台
风还是挺大的。”脸色黝黑的河南汉子王亚子看
看手机，又扭头瞄向窗外，腼腆笑着说了一句：

“我还没看过台风呢，老家风大的时候，会把地里
庄稼都吹趴下。”

同36岁的王亚子一样，不少河南的工友都
选择住在这里。他们都是燕山君澜项目工地
的，其中有100多名工人被劝导撤离到此。“住
在这里比较放心，工友们都在一起。地方宽敞，
比工地板房舒服。”50岁的郭广江就是其中的
一个。

36岁的吕红平俩口子一起在深甽打工。说
起台风，他们也没概念。台风来临前，镇干部挨家
挨户劝说。一家人被动员后，简单收拾了下就搬
了过来。“政府对我们好，我们心里知道。”吕红平
的普通话磕磕绊绊，不说话时，她的脸上就挂着
拘谨的微笑。宽敞的大厅里还有一些小朋友在嬉
笑打闹。因为父母在身边，又有同龄人一起玩，他
们并不觉得像在“避灾”。

双坑村
台风中乡土美食情意暖

台风期间，双坑村避灾中心是位于村口处的
祠堂，也是双坑村的礼堂。在修缮一新的房子里，
几条板凳拼成临时小床，方便面、饼干、矿泉水、
生活用品等必需品摆放在桌，储备充足。

这时，一队人拿着手电从外面走进来。“今晚
住在这里没问题吧？”虽然已经忙碌了大半天，但
联村干部王宇川的脸上看不出疲惫。自从9日中
午开始，镇、村干部和入党积极分子就立马组建
成一支防台小分队，兵分两路，实行“两班倒”，
24小时保障服务。王宇川说，目前危旧房的人员
已经全部转移出来了，现在安置点里物资储备充
足，群众情绪稳定，居民安全和日常生活基本能
得到保障。

而在一旁的小食堂里，村委会委员潘优巧与
一同安置在此处的群众吃着说着笑着。“这几个
阿婆都是我们今天下午劝进来的，为了让她们住
得安心，还特地一起烤土豆……”大家围坐一起，
一边品尝热腾腾的乡土美食，一边感受乡亲之间
的浓浓暖意。

“8月9日一整天，狂风大作，暴雨不停。一整个晚
上都没睡好觉，到了第二天清晨，天都没亮，家里就开
始进水了。正当我们不知道该咋办的时候，村干部敲
门了，他们告诉我们马上前往村里的文化礼堂躲避、
休息。我们家和其他街坊立刻转移到村文化礼堂。没
想到啊，平日里我们的文化场所，这次竟然成了阿拉
临时的家。”回忆起这次独特的抗台经历，鄞州区东吴
镇童一村的应大伯发出由衷的感慨：文化礼堂派上大
用场了。

本次利奇马台风，席卷多地，地处鄞州区东吴镇，
紧挨着千年古刹天童寺的童一村受灾较为严重。根据
村干部介绍，8月10日清晨六点左右，强降雨带来的
积水开始涌入村民家中，村干部们上门疏散群众，大
家纷纷前往文化礼堂躲避。

“我们村的文化礼堂建于地势较高处，礼堂内
空间也很宽阔。从10日早晨开始，村民们陆陆续续
来到礼堂内。因为镇里和村里提前有了相应的准
备，每一位村民都得到了一条席子，一床被褥，矿
泉水、饼干、小蛋糕、还有营养八宝粥。8月 10日一
整天，陆陆续续有村民进入文化礼堂，随着人数的

增加，礼堂大厅已经被占满。村里立刻把二楼的办
公室、会议室全部清空，给村民腾出休息的空间。”
据这位村干部介绍，文化礼堂共安置村民超过300
人。

8月11日，台风离去，洪水也渐渐退去，村民们陆
续从文化礼堂走出，回家开始清理工作。村民应大伯
告诉记者：在文化礼堂过的一夜，睡得很安稳，大家的
情绪也都很稳定。

“以前对于文化礼堂的认识就是一个看演出的文
化场所，这次台风来袭，大家一起在礼堂过了一夜，礼
堂就成了我们一个临时的家。”村干部告诉记者，村民
离开时，将所有的物件全部归置到一起，还把被褥叠
好，展现了很好的个人素养。

记者了解到，本次抗台期间，东吴镇共设置14个
避灾安置点。其中，文化礼堂作为避灾安置点的有9
个。据统计，各安置点共计安置受灾群众1140人。各
安置点免费向从农民提供被子、席垫、食物，同时配备
医疗救护人员。所有进入安置点的群众，正常生活得
到保障。文化礼堂作为村里文化场所，在抗灾过程中
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溪滨村 礼堂里乡村夜会话题多

鄞州区童一村 村民养足精神后重整家园

台风期间，超过300位村民，在童一村的文化礼堂避灾、休息。

双坑村村民制作食物双坑村村民制作食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