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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 讯

本报讯（记者 方振 王
璐 单晓峰 通讯员 胡颖哲）
12月 10日，在外漂泊 12年的奉
化女子邬某在区公安分局莼湖派
出所民警的帮助下终于回到了阔
别已久的家。

“自从走失后，寻找她成了我
们心里的一块石头，这么多年来，
从未放弃过，就是盼着家人团圆，
感谢警察同志，圆了我们一家的
团圆梦！”12月10日，在南京市救
助管理站，莼湖街道翁岙村村民
陈女士，终于见到了她日思夜想、
走失达 12 年之久的外甥女邬

某。认亲现场两人紧紧相拥，那久
久不愿松开的双臂，承载着12年来
无尽的思念，这一刻，团圆之梦照进
了现实。

1990年，邬某出生于莼湖街道
翁岙村，其智力低于常人，出生后便
由其舅舅一家帮着照料。2009年
邬某母亲去世，舅妈陈女士更是悉
心照顾，但不幸的事还是发生了，
2012年的一天，邬某出门后就再也
没有回来。家人报案后，当地公安
机关曾多方寻找，但受当时条件限
制，始终没有她的消息，但家人一直
没有放弃寻找。

今年12月，区公安分局莼湖派
出所民警在排摸重复人口时发现南
京的阿某与莼湖的邬某高度相似，
民警便第一时间联系了陈女士。陈
女士到派出所核实后，一眼就认出
阿某便是邬某，“外甥女我照顾了
20多年，她肯定是我的外甥女。”

于是，莼湖派出所民警便联系了
南京警方，从南京警方那里了解到阿
某目前在南京市救助管理站，陈女士
立即表示要去接邬某回家，“考虑到
邬某的情况，我们担心他们乘坐公共
交通不方便，就决定开车陪同前往南
京。”莼湖派出所民警沙朝斌说。

12月 10日下午，经过 6个小时
的车程，民警和陈女士一行人赶到
了南京市救助管理站。尽管 10多
年没见，但见到陈女士的那一刻，邬
某一眼便认出了舅妈，边上的父亲
老邬也激动得热泪盈眶。当晚，民
警更是贴心地护送邬某及其家人回
到翁岙村。

奉化与南京两地相距近千里，
亲人失联十二载，奉化公安伸出援
助之手，为这条跨越千里的寻亲路
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后续我们
也将不定期回访，重点关注他家，避
免走失情况再次发生。”沙朝斌说。

女子与亲人失散12年

民警助力千里寻亲“圆梦”

扎堆
记者 袁伟鑫

记者 毛超峥 邢昊臻
通讯员 郑行娜

萧王庙街道是奉化芋艿头的
核心产区，而在萧王庙街道，又属
牌亭和前葛两个村出产的芋艿头
品质最为上乘。今年，牌亭村为
发展本村芋艿产业，首次建立起
高标准芋艿头种植基地，严把品
质关，助力芋艿头卖出好“身价”。

日前，记者来到农户汪章义
的芋艿头仓库，他和老伴竺美丽
正忙着打包，一旁，收获上来的芋
艿头堆成了“小山”，包裹在泥土
和深褐色的外皮中，看着并不起
眼。当竺美丽熟练地撕去芋艿头
的外皮，这个赫赫有名的奉化特

产才完成了颜值蜕变。“正宗的奉化
芋艿头，顶端是淡粉色，上面浅褐色
的纹路线条越细品质越好，而我们
牌亭村的芋艿头不仅口感粉糯无
筋，而且自带一股芋香。”说起本村
的芋头，汪章义的语气里满是自豪。

汪章义已经和芋艿头打了 60
多年的交道，作为高标准芋艿头种
植基地的种植户之一，他在种植时
严把质量关，单是选种育种环节就
要经历两轮筛选。在收获的芋艿籽
中，只有个头匀称、饱满，重量在50
克左右的才能达标。每年农历正月
前后，汪章义就开始育种，埋入土中
的芋艿籽被覆盖上近 10厘米厚的
土，最后用薄膜保温。经过一个春
天的孕育，芋艿籽便发出新芽，而汪

章义只会挑选芽头又直又尖的芋艿
籽做最后的培育。种植间距也颇有
讲究，每亩只能种植约 1000株芋
苗。虽然芋艿头是常见的农作物，
但种植时却需要精心护理，尤其对
水分要求尤为苛刻，“芋艿头喜欢透
气性好的沙土，水分条件需要达到
土壤内部湿润但表面没有反渗水的
程度，因此在夏季，每两天就要给芋
艿田灌水。”汪章义说道。

牌亭村对于芋艿头产业的全力
扶持也给了芋农“精耕细作”的底
气。芋艿头受生长特性限制，每年
需要轮换土地种植，因此，土地的流
转成了制约产业发展的最大问题，
为此村委主动对接农业大户，协调
土地转包事宜，解决了芋农的后顾

之忧。酒香还需勤吆喝，牌亭村今
年还精心制作了宣传短片，邀请新
媒体大咖共同参与宣传，持续打响
萧王庙街道和牌亭村芋艿头的品牌
知名度。

虽然牌亭村出产的芋艿头售价
在每公斤16元左右，略高于其他产
区，但优良的品质依然吸引了不少
客流，早在今年10月芋艿头上市初
期，就有杭州、上海的老顾客打来电
话订购。这也给致力于走芋艿头精
品路线的牌亭村吃下了一颗“定心
丸”。“今年种植基地的成效显著，我
希望进一步扩大种植基地的规模，
继续打响牌亭村的芋艿头名号，提
振芋农的种植信心。”牌亭村党支部
书记许光辉告诉记者。

坚持高标准 严把品质关

萧王庙街道牌亭村助力芋艿头卖出好“身价”

记者 赵雪雁 何腾涛

深入村居田野、走访群众、收
集线索、录入历史文物……冬日
的清晨寒风刺骨，随着第四次全
国文物普查进入关键阶段，奉化
文物普查的队员一早便踏上了野
外文物普查的征程，对新发现文
物进行调查、认定、登记。

“这是一座民国时期的路亭，
也是奉化区域内保存最为完好的
路亭之一，曾为往来行人提供了
遮风避雨、休憩喝茶的场所。”12
月16日上午，在位于莼湖街道桐
照村附近沿海中线路边的晚枫亭
旁，普查队员们忙碌开来，有的使
用无人机在空中拍照，获取文物

全景图，有的使用RTK测量仪进行
打点，实现对文物位置的厘米级精
确定位，有的现场手绘文物平面草
图，记录文物的尺寸、形态和结构等
基本信息……“通过建筑内部梁架
结构和外围壁柱、拱券门的造型可
以看出，这座路亭是典型的中西结
合的建筑风格。”普查队员一边向记
者介绍着，一边对文物进行测量、定
位、拍照等，全方位做好文物空间位
置、文物类别、年代、保存状况等基
础信息和相关资料的采集，并将相
关信息上传至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
综合管理系统。

在完成对晚枫亭的信息采集和
登记后，队员们又马不停蹄地赶往
下一个点位。在沿海中线附近的一
处河道旁，队员们停下了脚步，对横
架于溪流之上的庆三桥进行测量、
定位和记录。“通过提前走访和资料
查询，我们得知这是一座1931年重

修的七孔平梁石板桥，曾是河泊所
附近村庄的重要交通设施，极大地
方便了人们的生产生活。”普查队员
王帅锋告诉记者，庆三桥桥面由三
块石板并列，桥墩迎水面修作锐角
以减少水流阻力，另一侧桥墩和河
床加固，设计合理、基础牢固、保存
完好，对研究当地清代桥梁工艺有
一定的参考价值。

值得一提的是，与第三次全国
文物普查相比，飞速发展的科技为

“四普”工作赋能增效。现场，普查
队员背着一台白色仪器引起了记者
的好奇。“这是一台肩背式扫描仪，
可通过激光雷达对文物本体和周边
环境进行三维扫描并实现点云数据
处理，即使在复杂的建筑地形也能
完成高质量现实捕捉。”普查队员刘
澳介绍道。除了这台“黑科技”，普
查队员还通过无人机、RTK测量仪
等设备“加持”，提高效率的同时也

确保了文物普查实地调查数据的精
准性。

文物，是岁月的见证者，亦是
连接过去、现在与未来的重要桥
梁，文物普查工作是对历史文化遗
产的一次全面梳理和清查，为后续
的保护、研究和利用提供翔实的资
料。“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新发现
文物工作自2024年11月启动，将持
续至 2025年 2月。截至目前，已新
发现文物登入对象50余处，包括古
桥梁、水利设施、近现代代表性建
筑、摩崖造像和石刻以及红色革命
纪念设施等。”奉化博物馆（文保所）
副馆长、区第四次文物普查队队长
张牵牛表示，接下来，普查队将坚持

“应查尽查、应保尽保”工作原则，全
面厘清全区文物资源的数量、分布、
特征、保存现状、环境状况等基本情
况，推动奉化文化遗产保护事业高
质量发展。

脚步丈量历史 科技厘清“家底”

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我区新发现文物50余处

本报讯（记者 郑连乔 通讯
员 励耀 俞丽）近日，由宁波市基
层卫生协会社区护士分会主办的社
区团队急救技能比赛圆满落幕。莼
湖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团队凭借
扎实的专业技能和出色的团队协
作，获得了团体一等奖的好成绩。

据了解，此次比赛共有全市各

区（县、市）选送的 12支队伍参赛，
每支队伍3人、后备1人，共48名护
理人员参加比赛。主要考核团队反
应速度、团队协作能力、选手的临床
判断思维能力及应急处置能力，考
核选手的心肺复苏、吸氧、静脉给药
等操作水平。

莼湖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斩获市赛一等奖

本报讯（记者 郑连乔 通讯
员 孙银洁 周美珍）12月12日下
午，宁波市“守护成长 健康启航”儿
童健康科普知识系列巡讲活动在凤
麓幼儿园举行。活动吸引了 0至 3
岁婴幼儿及其家长、保育老师、儿保
人员约80人参加。

此次奉化站巡讲活动以“医育融

合·童心共育：托班幼儿养育赋能营”
为主题，旨在让家长充分认识到儿童
早期发展过程中交流与玩耍的重要
性，并为家长提供实践方面的指导。
通过一系列精心设计的活动，家长对
如何与孩子进行有效交流和玩耍有
了更深的认识，也更加明确了在儿童
早期发展中扮演的角色。

“守护成长 健康启航”系列巡讲活动走进我区

本报讯（记者 沈晓萍 王林
威 通讯员 马金山）昨天，区语言
文字工作委员会、区教育局等单位
联合举办奉化区中华文化经典诵读
比赛，来自全区中小学的各代表队
伍共聚一堂、诵读经典，为观众呈现
了一场经典与艺术相融的视听盛
宴。

比赛现场，各校师生代表热情
演绎《少年中国说》《红领巾记得你》
《中华汉字颂》《红船从南湖起航》
《木兰辞》等作品。选手们各展所
长，有的声情并茂、抑扬顿挫；有的
娓娓道来、引人入胜；有的慷慨激
昂、激情洋溢。他们用良好的精神
风貌和独特的方式诵读演绎中华经
典作品，展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我认为孩子们参加诵读比赛
的过程，其实就是培养学生对经典
文化深度理解和创新能力的一个过
程。”实验小学教师徐若铭称，通过
此类比赛能引领中小学生深入学习
和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让学生
们体会语言的魅力，增强文化自信。

“我们要充分发挥语言文字在
传承发展中华优秀文化中的重要作
用，为青少年的美好人生打下鲜明
中国底色，为增强人民群众的文化
自信提供有力支撑。”区教育局相关
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将继续积极探
索新时期传承经典的新路径、新方
法，搭建弘扬经典文化的多样化平
台，凝聚更多的诵读爱好者，努力以
更丰富生动的形式传递经典声音。

诵读文学经典 传承优秀文化

我区开展中华文化经典诵读比赛

斯达

随着天气转冷，不少小区的物
业开始筹备小区内的绿化修剪工
作，确保低楼层住户在冬季不受采
光影响，但在此过程中，一些在不少
业主看来属于“过度修剪”的做法引
起了争议。

纵观小区的绿化修剪模式，相
当一部分小区依然采用“剃头”式剪
法，去掉多余的枝丫，留下最粗壮的
枝干。虽然此举最大程度地实现了
采光最大化，但不免有些“触目惊
心”，也有部分业主担心，如此修剪
法是否会对树木生长产生影响，来
年，树木是否有足够的时间恢复到
枝繁叶茂的状态。

“采光权”和“美观权”之争的背

后，需要职能部门及时介入，出台相
关标准，明确过度修剪的界限。
2022 年，杭州市就制定并发布了

《杭州市居住区树木修剪技术导则
（试行）》，对规范开展居住区树木修
剪工作起到了较好地指导作用。该

《导则》不仅明确了修剪规范和修剪
时间，同时还以图文结合的方式详
细罗列了不同树种可实施的修剪方
法，明确界定了常规修剪、过度修
剪、砍伐之间的区别，不仅给施工单
位提供了工作参考，同时也向市民
普及了修剪规范，便于市民参与监
督绿化修剪，共同维护绿色家园。

除了要加强监管，笔者认为在
绿化种植时也该考虑“源头管理”，
住宅小区在设计园林绿化时，应该
充分考虑树种的生长特性，在树木
和楼宇间保持适当的间距，科学搭
配灌木、乔木、花草等花木的比例和
方位，在保证美化的同时，保留低层
住户的最大采光权。

小区绿化修剪需规范

本报讯（记者 沈晓萍 王层
裕 通讯员 周力）历时 8个月的
奉化区第二届运动会将于 12月 20
日晚在奉化体育中心体育馆隆重闭
幕，届时将有1000余名演职人员参
与古典舞《蝶韵》、大鼓《传承》、舞
蹈+武术+大鼓《榫卯》、剑舞+舞龙+
舞狮+大鼓《破阵》等多个精彩文体
节目在闭幕式的展示，为现场运动
员代表和市民献上一场视觉盛宴。

为满足部分市民现场观看闭幕
式的需求，现向社会发放12月20日
晚区第二届运动会闭幕式免费公益
门票 350张，供市民领取。领取地
点位于岳林街道桥东岸路628号奉
化体育中心体育馆东 1门售票亭，
市民朋友请有序排队、间隔 1米并
凭本人身份证 1人领取 1张。领取
时间为12月19日上午9时至11时，
先到先得，领完为止。

千人参演视觉盛宴即将上演

区第二届运动会闭幕式免费公益门票开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