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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乘风而上，
小风筝牵出大产业

如今，风筝已在不经意间融入缪家村村民
们的生活，成为一抹挥之不去的乡愁。从墙上
彩绘到门牌号码，村里到处是与风筝有关的元
素，宛如一个风筝童话世界。

随着一只只风筝腾空而起，缪家村以风筝
为主题的文旅融合产业也一路“高飞”。

2018年，曹雪芹风筝博物馆在缪家村落
地；2021年，缪家村成功申请到了关于风筝的
品牌标识；2023年，缪家村获批宁波市中小学
生研学实践教育基地。如今，一只只小风筝“飞
出”村庄，每年有上万人来村里参观研学……

讲好风筝故事，将风筝产业做大，是缪家村
的发展方向。

“一只好的风筝不仅要画得好，还要经得起
放飞的检验。”缪家村党总支书记缪静锬打算今
年 5月组织一个风筝节文化活动，让游客沉浸
式体验放风筝的快乐，进一步打响缪家风筝品
牌，拓宽风筝销路。

缪静锬说：“希望一只只风筝能放飞我们美
丽乡村振兴的梦想！”

在不远处的风筝广场上，刚放学的孩童牵
着一只沙燕风筝欢乐地奔跑着。小小纸鸢跨越
山海而来，终在奉化缪家村落地生花，它们将承
载着无数的梦想，在充满希望的春日光景中，乘
风而起，扶摇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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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暖花开，忙趁东风放纸鸢

制作风筝，
寄托美好生活愿景

“嚓嚓嚓……”清早，莼湖街道缪家村传来
清脆的劈竹声，今年 80岁的村民缪善位正有条
不紊地劈竹条、刮竹篾、扎骨架……

“春天到了，村里马上又有一批孩子要来画
风筝，我得抓紧帮他们把骨架先搭好。”缪善位
在村里做风筝的时间已有六七年，他说，制作一
只风筝从选材到“扎、糊、绘、放”各个流程、每个
细节都要注意。

2018年，出生于缪家村的缪伯刚将国家级
非遗曹雪芹风筝引入家乡，随着曹雪芹风筝博
物馆、风筝广场、风筝古树公园在村里相继落
地，缪家村逐渐成为远近闻名的“风筝村”。每
年春天，各地的孩子陆续来到这个村庄做风筝、
放风筝，村里便开始忙碌起来了。

对于做风筝这件事，村民们个个都是好手。
制作风筝的骨架要挑选竹节匀称、韧性好的竹
子。晒干后，削成厚度适中、粗细一致的竹条。
竹条放在酒精灯上烘烤，弯曲成一定角度，再用
棉线缠绕固定。随后，选用轻薄的纸张糊好风筝
纸面，绘制好图案后，就能进入放飞检验的环节。

在缪家村风筝手工艺馆，摆放着各式各样
的风筝，以沙燕造型为主，色彩艳丽，惟妙惟
肖。在传统的沙燕风筝上，到处可见寓意吉祥
的图案。据缪善位介绍，“蝙蝠”的“蝠”字与

“福”同音，有福从天降的意思，“牡丹”象征着富
贵，“桃子”代表着长寿……这些风筝由村民亲
手制作，寄托了他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精雕细琢，
让每只风筝“活”起来

手工制作的风筝，每一只都凝聚着智慧与心血，
一笔一画皆传递指尖的温度。

村民袁波有着三十多年的绘画功底，怀揣着对家
乡的热爱以及技艺传承的责任，他主动“请缨”，加入
到制作风筝的行列中，如今也成为了缪家村风筝制作
的手艺人之一。在他看来，在风筝上画的每一笔，都
承载着一份祝福。

劈竹节力度不够，老式糨糊粘性不足……面对制
作风筝中遇到的问题，袁波向村里有经验的老师傅请
教，在探索与改进中，他的风筝制作技艺越来越精湛。

“虽然现在是机械化的时代，但绘制风筝的精细
活儿，永远是机器无法代替的。”袁波一边聚精会神地
为风筝尾部图案着色，一边说道。在他的工作台上，
摆放着各式颜料与画笔。“细节之处还需反复渲染，这
样才能保证画出来的图案栩栩如生。”一束阳光从窗
户透进来，屋内色彩斑斓的风筝透着亮光，袁波诉说
着匠心灵韵，时光在他身上静静地流淌着。

如今，袁波主要向游客和孩子教授风筝制作工
艺，平时同他一起做风筝的，还有缪家村的村民们。
每年立冬前，村民们会从后山带回竹子，力气大的负
责劈竹条、刮竹篾、扎骨架，力气小的妇女常常负责糊
纸，有绘画功底的村民则负责绘制图案。

大伙儿分工合作，一天可以制作大风筝30个、小
风筝 60个左右。“现在大家的生活很充实，孩子们都
来做风筝，感觉自己也年轻起来了！”村民缪大姐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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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赵赢 王林威 严梓宁 王红雨

又是一年春色好，忙趁东风放纸鸢。在
奉化，有这么一个村庄，大到墙上彩绘，小到
门牌号码，一步一景皆与“风筝”有关。每年
春天，村民们开始制作风筝，一只只风筝在春
光明媚中放飞着希望与喜悦……

本报讯（记者 康诗文）对于
上了年纪的老人来说，常常有落
叶归根的期盼。日前，居住在上
海的老人杨毅凭联系记者，希望
帮忙寻找失散近70年的亲人。

杨毅凭，出生于 1954年 6月
11日。出生没多久，他的生父冯
友根患病离世，生母张秀英改嫁
至上海浦东，第二任丈夫是上海
一家钢铁厂的工人，之后又育有

一个妹妹。受生活所迫，张秀英将
年幼的杨毅凭送养给之后的养父杨
渊达和养母陈风英。虽是领养，养
父母对杨毅凭视如己出，悉心抚养，
成人后，他逐渐了解了自己的身世，
并一直照顾养父母，直至他们去
世。“养母在世时，我顾及她的感受，
一直没有寻找几个哥哥，直到她 91
岁去世，我 71岁了，寻根的念头不
禁涌上心头。”杨毅凭告诉记者，通

过当时亲人的只言片语和留下的字
条，他知道自己很有可能是奉化人，
亲生父母在生下他之前，还有 3个
儿子。

根据杨毅凭提供的线索，记者
联系了公安部门和莼湖街道缪家村
冯家自然村，希望从中找到有用的
线索。由于相隔近70年，目前尚无
有效线索，老人通过新闻媒体，向社
会各界发出求助信号，希望有知情

人士能够提供更多关于其亲生父母
和哥哥的线索。

这份寻亲渴望，如同黑暗中的
一盏灯，照亮着杨毅凭内心深处对
亲情的执着与眷恋，他感慨道：“我
特别希望在晚年了却这个心愿，找
到与自己血脉相连的亲人。”

如果您有关于杨毅凭老人亲生
父母及几个哥哥的线索，请与本报
新闻热线联系，电话：88987777。

七旬老人杨毅凭寻亲

“我的亲人，你们在哪里？”

本报讯（记者 康诗文 何
腾涛 通讯员 施巧静）4月8日
下午，区政府投资项目评审中心
组织召开 2025年度第一期协审
单位业务综合培训，进一步加强
协审单位业务能力，推动评审工
作再上新台阶。

去年11月，区评审中心通过

公开招标方式确定了 35家企业作
为新一轮协审单位，吸引大量外地
企业在奉注册成立造价咨询类公司
或在奉设立全资子公司，促进服务
业总量增加，形成本地造价企业集
群，提升地区综合竞争力。

会上，中冠工程管理咨询有限
公司律师张淦军结合专业知识和丰

富案例，交流了造价行业的廉政风
险；轨道交通专业工程造价专家、高
级工程师秦治军分享了典型案例；
区评审中心综合业务部副部长马靓
详细讲解了项目评审系统的使用。

近两年来，区评审中心紧紧围
绕区委区政府工作部署要求，以“补
链延链强链”为抓手，不断探索评审

管理新模式，争创我区政府投资项
目评审工作新局面。2024年至今，
区评审中心共完成评审项目 388
个，累计净核减金额7.05亿元，累计
净核减率 2.28%，通过严把项目评
审关，及时纠正项目资金使用偏差，
确保每一笔财政资金都用在“刀刃
上”。

赋能政府资金高效管理

区评审中心组织召开协审单位业务综合培训

本报讯（记者 郑连乔 通讯
员 陈怡 谢宁）随着气温回升，春
日野菜成为不少市民餐桌上的“时
令美味”。然而，野菜食用不当可能
暗藏健康风险。4月8日，记者从区
中医医院获悉，近一周内，该院皮肤
科已接诊 10余例因食用野菜后暴
晒引发的植物日光性皮炎患者，部
分患者出现面部肿胀、皮肤灼痛瘙
痒等症状，严重影响生活。

“医生，我脸肿得像毁容一样，
又痒又痛，手背上也全是红色疹
子！”日前，44岁的崔女士戴着口罩
走进区中医医院皮肤科诊室，摘下
口罩后，露出红肿发亮的面部皮肤，
手背部分皮肤甚至出现了破溃。问
诊中，崔女士回忆，两天前食用了朋
友赠送的野芹菜，随后在户外活动
时未做防晒，导致暴露部位皮肤严
重受损。无独有偶，55岁的徐先生
食用自家采摘的荠菜后骑电动自行
车外出，因颈部长期暴晒，出现大片
红肿瘙痒，最终也被确诊为植物日
光性皮炎。

“这类患者的共同点是食用了

光敏性野菜，并在餐后暴露于日光
下。”区中医医院皮肤科副主任医师
王鹿媛解释，植物日光性皮炎与过
敏不同，属于光毒性反应。当人体
摄入香椿、荠菜、苋菜、马齿苋等含
呋喃香豆素的野菜后，光敏物质经
紫外线（尤其是UVA）激活，会产生
自由基破坏皮肤细胞，引发炎症。
该病潜伏期通常为4小时至2天，症
状多集中在面部、手背、颈项等曝光
部位，表现为潮红、水肿、灼痛，严重
者可能出现发热、恶心等全身反应。

“近期门诊中，最多一天收治 3
例患者，且不分是否为过敏体质，任
何人接触足够光敏物质并暴晒后都
有可能发病。”王鹿媛强调，该病的
预防关键在于“错峰”。食用光敏性
野菜后48小时内避免日晒，尤其是
上午10时至下午4时紫外线强烈的
时段。户外活动前24小时应慎食相
关野菜，接触野菜汁液后需及时用
清水清洗皮肤，减少光敏物质残留。

目前，崔女士、徐先生经规范治
疗，症状已明显缓解。医生特别提
醒，春日野菜虽鲜美，但须科学食用。

一周接诊10余例植物日光性皮炎患者

春季野菜尝鲜须谨慎

本报讯（本报记者）近日，萧
王庙街道塘湾村幸兴家苑小区住
户向本报新闻热线反映，小区已
经交付10多年，但最基础的管道
燃气却一直没有通上，何时才能

接通？
幸兴家苑小区于 2014年建成

交付，共有14幢，近500户居民。记
者来到幸兴家苑实地走访时发现，
每幢楼房在建造之初铺设了燃气管
道，但并未接入主管道，因此这些年
来成了摆设。

“年纪大了，搬燃气瓶上楼很费
劲。”“提出要求很多年了，一直没有

落实。”听说记者的来意，居民纷纷
上前“吐槽”。记者在其中一名业主
家中看到，因为家里人比较多，准备
了两只燃气瓶轮流使用。

随后，记者来到塘湾村村委会
了解情况，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这几
年村里一直跟燃气公司积极对接，
不过燃气地下主管网铺设是一个系
统性工程，塘湾村所处的位置相对

较偏，所以耽搁了。目前，小区二期
正在建设，建设过程中将会从金峰
路把燃气接过来，届时一并开通。

了解情况后，记者致电宁波奉化
华润兴光燃气有限公司，工作人员表
示，目前燃气管道安装相关工作已进
入安全评估环节，前期工作完成后将
进场安装，大概今年七八月能铺管通
气，让居民不再为用气发愁。

小区交付多年，管道燃气为啥不通？
华润兴光燃气公司：今年七八月能铺管通气

本报讯（记者 康诗文 何腾
涛 通讯员 王彦力）近日，由区教
育局、区妇联举办的“共育未来”家
庭护航行动暨“家・宣讲”主题培训
活动在区学生成长指导中心举行，
50余名家庭教育讲师团成员参加。

活动特邀宁波幼儿师范高等专
科学校家庭教育研训中心专家沈群
作《手机时代提升家庭教育课堂“抬
头率”的几个技术》讲座。

活动现场，区教育局、区妇联联

合启动“共育未来”家庭护航行动，
聚焦课程系统优化、讲师团队培育、
服务模式创新等方面，推动家校共
育向精准化、专业化、长效化发展，
并为今年新增的讲师团成员代表颁
发聘书。

据了解，“家·宣讲”活动由区教
育局、区妇联共同发起，致力于普及
推广家庭教育理念。去年，“家·宣
讲”进校园、进社区、进中心开展活
动22期，受益家长4000余人次。

“共育未来”家庭护航行动
暨“家・宣讲”主题培训活动举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