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 方振 王
璐 通讯员 骆平山）12月23日
下午，江口街道街头上演了暖心
一幕，一辆面包车在路口被撞后
发生侧翻，十几名热心市民闻声
赶来，仅用时30秒就将被困司机
救出。

12月 23日下午 1时许，一辆
银色面包车途经江口街道聚潮路
与聚英路交叉口时，被一辆白色越
野车撞翻，司机被困车内。巨大
的撞击声引起了周围群众的注
意，附近的商家、顾客及路人迅速
从四面八方冲向事故现场。一时
间，现场便聚集了十几名热心市
民，大家合力将侧翻车辆扶正，将

被困车内的司机解救出来，送往医
院检查。“当时没想那么多，就想着马
上救人，看到车子冒烟，想进去拿灭
火器，有人说没有明火，马上又出来
和大家一起把车子扶正，把车门打
开，驾驶员状态还好，系了安全带，人
没有受伤。”热心商户林彬彬说。

经交警初步判定，该事故发生原
因系两车驾驶员在经过未安装信号
灯的路口时，均未减速慢行。“驾驶员
都系了安全带，身体并没有受到伤
害。热心群众的救助也非常及时。”
区公安分局交警大队江口中队民警
张海斌说，同时提醒广大驾驶员朋
友，驾车行经未安装红绿灯的路口
时，要谨慎慢行，仔细观察后通过。

车辆侧翻司机被困

众人30秒抬车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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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毛超峥）近
日，“爱心宁波·尚德甬城”——
2024年第三季度宁波市道德模
范与身边好人交流活动在宁波市
职教中心学校荷池校区举行。我
区沈斌华、赵洁、竺君斐3人入选
第三季度“宁波好人”。

这 3人中，沈斌华获得孝老
爱亲类“宁波好人”，赵洁、竺君斐
获得敬业奉献类“宁波好人”。沈
斌华是奉化区锋之社社会工作服
务中心理事长，9年来，他从一名
普通志愿者做起，开启了非凡的
助人为乐之旅。他负责实施的

“青鸟探巢”农村失独老人幸福晚
年志愿服务项目共实施志愿服务
活动 3000 余场，累计时长超
13000小时，累计行程 30余万公
里。该项目已在奉化全区覆盖，
成为全市品牌性志愿服务项目。
80后的赵洁是乡创路上的“追梦
人”，作为“尚田+青农创客空间”

运营负责人，她于 2008年返乡创
业，自此扎根农村，用自己的创意和
激情开拓乡村事业，探索农文旅结
合的乡创发展之路。在教育战线
上，有着30年教龄的区教师进修学
校小学数学教研员竺君斐曾长期在
奉化、鄞州等地的小学担任数学教
师，近五年，她两次外派支教，把先
进的教育理念带到支教地，着力提
升当地的教育服务水平。

为进一步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激发全社会向上向善的精神
力量，近年来，我区深入实施公民道
德建设行动，一大批“身边好人”被
发掘，一个个感人事迹被传播。截
至目前，全区共有1人荣获全国道德
模范荣誉称号，1人荣获全国道德模
范提名奖，3人荣获浙江省道德模范
称号，13人荣获“中国好人”称号，27
人荣获“浙江好人”称号，139人荣获

“宁波好人”称号。其中，2024年度9
人荣获“宁波好人”称号。

以善传情 以爱筑城

我区3人入选第三季度“宁波好人”

泛滥生长
记者 袁伟鑫

记者 康诗文 何腾涛
通讯员 王彦力

她本是在外闯荡的游子，因
始终心系着生养她的村庄，回到
家乡研发包装本地农产品，带着
村民共同致富；作为儿媳，她深知
公公创业的不易和“阿国生煎”品
牌的珍贵，决心传承这份美味，让
更多人品尝……在奉化，山间田
头正发生着一个个温暖人心、充
满希望的女性共富故事。这些故
事的主人公，用她们的美丽、智慧
和爱心，为乡村振兴添砖加瓦，描
绘出一幅幅美好的画卷。

爆改农村小院
打造山间“共富工坊”

55岁的江杏飞，是土生土长
的萧王庙街道棠岙村人，在外闯荡
多年，却始终心系家乡。“咱村这么
好，不能让这些房子就这么闲着。”
江杏飞望着村里闲置的老房子，心
里总琢磨着如何让它们重新焕发
生机。2022年，她下定决心回到
家乡，租下了近千平方米的闲置老
房子，带领村民建起“江阿婆”共富
工坊，开启创业之路。

江杏飞深知，要让村子富起
来，就得有特色。奉化的农产品
丰富多样，她把目光投向了桃胶、
竹笋、芋艿等本地特产。“这些可
都是宝贝，我们好好琢磨怎么把
它们变成美味佳肴。”江杏飞信心
满满地说。奉化盛产水蜜桃，但
桃胶的经济效益一直不高，江杏

飞便研究桃胶炖奶的保鲜做法，使
其储存时间更久、更美味；棠岙村三
面环山，竹林密布，盛产雷笋，她便
将雷笋制作成一罐罐油焖笋；芋艿
大丰收，她便将芋艿做成麻薯点心，
煎至外酥里嫩，甜而不腻，深受游客
喜爱。

江杏飞打造的“江阿婆”共富工
坊，让这些特色美食有了更广阔的
市场。她组织村民加工制作，统一
包装销售。“以前，这些东西在村里
都不值钱，现在经过加工，价格提高
了不少，大家的收入也增加了。”村
民王大娘高兴地说，芋艿丰收时，她
通过处理收购的芋艿，一天也有百
来元的收入。

今年国庆，江杏飞筹备的“棠云
栖江·共享小院”向游客开放。小院
里竹制桌椅整齐摆放，特色农副产
品展示区吸人眼球，供游客休息、品
尝和购买。与此同时，江杏飞计划
着在小院外设立共享自行车服务站
点，使游客可以骑着自行车游览整
个村子。接下来，她还准备推出各
类农事体验活动，让游客体验到挖
笋、摘芋艿的乐趣。“我就想让更多
的人了解我们村，喜欢我们村，让村
民的日子越过越好。”江杏飞说。

接班生煎制作
留住老底子“烟火气”

近日，在萧王庙街道云溪村“桃
食惠”美食培训中心，“阿国生煎”的
创始人汪志国和儿媳周红组织村民
学习制作生煎。汪志国烧旺柴火，
熟练地将村民制作的生煎放入平底

锅中，反复淋上凉水，撒上葱花和芝
麻。不一会儿，热气腾腾的生煎就
出锅了。大家迫不及待咬上一口，
汤汁瞬间在口中散开，肉香、油香、
葱香、芝麻香混合在一起。“这生煎，
味道太正宗了，我吃了几十年都吃
不腻。”现场有人直呼。

63岁的汪志国，头发花白，但
精神矍铄，制作生煎时，动作迅速而
果断，干练非常。“跟生煎打了半辈
子交道，希望这口味道能被更多人
品尝。”汪志国年龄渐长，但他的梦
想依然在延续。2011年，汪志国的
儿子汪仕杰辞去在外的工作，回到
家乡，和父亲一起经营“阿国生煎”，
将店铺在宁波市内扩展至8家。儿
媳周红也积极参与其中，2023年，
周红加入萧王庙街道妇联发起的

“桃食惠”巾帼公益服务中心，成为
“桃食惠”美食培训中心的主理人，
将公公多年潜心研究的生煎制作秘
籍免费传授给大家。“咱这生煎的手
艺，不能自己藏着，要让更多的人学
会，一起赚钱。”汪志国坚定地说。

在他们的帮助下，部分村民开
起了自己的生煎店。“以前我在村里
经营一家早餐店，卖油条、包子、豆
浆，生意马马虎虎，现在学会了做生
煎，不少人慕名而来点名吃生煎，收
入比以前多了一些。”萧王庙街道后
竺村村民汪阿姨高兴地说。

“阿国生煎”作为宁波老字号、
奉化非遗，周红希望公公的这份老
底子味道能一直传承下去。“这是阿
拉宁波的味道，希望更多的年轻人
来学，一起留住这份记忆中的烟火

气。”周红说。

汇集各方力量
助力本地农产品“出圈”

2023年10月，萧王庙街道妇联
联合当地20个村妇联、10家共富工
坊、20余家企业和个体工商户以及
高校妇联，共同组建了“桃食惠”巾
帼公益服务中心。在助力产业发展
方面，“桃食惠”平台以项目化运作
为抓手，推动一系列共富项目实
施。平台在棠岙村、滕头村设立了
助农服务点，开设“桃食惠萃”共富
直播间，开展直播带货活动 80余
场，带动农产品销售100余万元。

同时，借助“江阿婆”巾帼共富
工坊，百余名农村妇女致力于制作
非遗美食，实现了统一收购、包装及
营销，帮助农民销售产品，年销售额
达120余万元。

在奉化，像“江阿婆”共富工坊
这样的巾帼共富工坊共有 94家。
今年以来，区妇联深化巾帼共富工
坊品牌化建设、特色化发展，取得显
著成效。“我们开展了‘联坊合作’，
推进‘巾帼云创’行动，推出七彩巧
妇直播50场，举办了‘妈妈的味道’
七彩巧妇乡创集市活动14场，累计
助力村民增收20余万元。下一步，
我们将继续深化巾帼共富工坊建
设，加强与相关部门的合作和品牌
建设，提升农产品的附加值和市场
竞争力，共同推动乡村农文旅深度
融合发展，为村民增收致富贡献更
多巾帼力量。”区妇联相关负责人表
示。

在希望的田野上逐梦前行

巾帼新农人绘就乡村振兴好“丰”景

本报讯（记者 王林威）日前，
由区委宣传部主办、区融媒体中心
承办的“强国复兴有我”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进爱教基地活动收官，奉
化小记者分批走进奉化烈士事迹陈
列馆、马头村红色印迹馆、王鲲烈士
纪念馆和巴人故居，开启了一场意
义深远的爱国主义教育之旅。

在各个爱国主义教育基地里，
小记者在讲解员的带领下，通过参
观展馆、观看纪录片等形式，深入了
解革命先辈的英勇事迹与崇高精
神。“革命先烈们不畏牺牲、无私奉

献，我很佩服他们。在今后的学习
生活中，我要好好学习，长大后为祖
国的建设贡献力量。”小记者邵瑾萱
说。“此次参观学习让我了解了王鲲
和巴人两位革命先辈的英雄事迹，
在增长见识的同时，也激励着我发
奋学习，长大后成为对社会有用的
人。”小记者杨莉莹说。

据了解，此次活动聚焦青少年
群体，致力于以生动活泼的方式将
爱国的种子播撒在青少年心中，进
一步提升青少年的综合素质与社会
责任感，为强国复兴凝聚青春力量。

“强国复兴有我”核心价值观
进爱教基地活动收官

本报讯（记者 毛超峥 通讯
员 项宋元）今年以来，区社科联通
过基层点位宣传、社科知识有奖竞
猜、主题宣讲、社科知识讲座等多种
形式，组织开展《浙江省哲学社会科
学工作促进条例》普及系列活动。截
至目前，累计开展形式多样的社科普
及活动百余场，深受广大市民欢迎。

自《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工作
促进条例》颁布实施以来，我区高度

重视社科研究和普及工作，坚持把
普及社科知识和提高群众人文素养
作为一项刻不容缓的工作，统筹各
类阵地资源，开展常态化社科活动，
让社科知识走进寻常百姓家。下一
步，我区将持续开展普及系列活动，
进一步传播社会科学理论，不断满
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提升群
众科学文化素质，提高哲学社会科
学普及的覆盖面。

区社科联多形式宣传普及社科知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