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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王佳 通讯员 梅灵

在奉化区大堰镇竹林村的毛
大爷眼中，丰采志愿服务队队长
缪亚春是亲人一般的存在。

不久前，这名孤寡老人身感
不适，拨通了缪亚春的手机。一
听老人想去医院，缪亚春带上队
员竺素娣，开车接上老人，一路
陪同，就医配药。

这样和志愿服务队长期结对
的 老 人 有 60 多 名 ， 人 数 还 在 增
加。“看到他们，就会想到我的父
亲。”缪亚春说。“老吾老，以及人
之老”，随时伸出一把手，从衣之
暖、食之丰到住之安、行之便，缪
亚春和她的“银龄”志愿者给予
老人无微不至的呵护与关爱。

持之以恒的为老志愿服务，
让这个志愿服务队积攒了许多心
得。比如清洁居家环境，“老人摆
放物件，都有自己的一套习惯。”
缪亚春说，他们每次清扫后，都
会物归原处，整理好要丢弃的物
品垃圾，也会让老人先过一遍眼。

满足老人需求，这支志愿服
务队很给力。上个月末，他们为
奉化丰康颐养院的老人洗头、洗
脚、理发、剪指甲、按摩，“感觉
整个人都松快了。”不少老人说。

缪亚春，做志愿服务已有 16
个 年 头 。 说 起 做 志 愿 服 务 的 初
衷，缪亚春笑称也是机缘巧合。

“2008 年，我建了一个中年
群，大家认识后想做点事，就利
用平时的休息时间到山区开展帮
困服务，从此走上了公益之路。”
缪亚春回忆，2011 年，奉化区红
十字博爱志愿服务队成立，她开
始担任队长。

12 年间，在她的带领下，志
愿服务队伍不断壮大，服务项目
不断创新，有了应急救援、生命
之光、救护师资等专业队伍 10 余
支，实施“关爱抗战老兵”等品
牌化项目 10 余个。

“特别从 2018 年开始，活动
增多，统计下来我自己也感到惊
讶，平均每天有一次公益活动。”
缪亚春说。

今年，缪亚春全情投入为老
志愿服务，“我们以老助老，一路
感到被需要、被信任，为老志愿
服务的信念、力量更足了。”在缪
亚春看来，宁波的志愿服务氛围
越来越好。每每开展志愿活动，
她 团 队 中 的 “ 老 伙 伴 ” 一 呼 就
应，在今年 2 月至 11 月，她团队
中服务时长超过 100 小时的志愿
者就有 8 名。

为老志愿服务
文明之花迎阳盛放

在宁波,看见文明中国
我的有礼故事

社区里，志愿者帮弱扶困，
排忧解难；街道上，志愿者值守
巡逻，暖心护航；赛场上大会中，
志愿者激扬青春、无私奉献……
在宁波，“随手志愿、人人志愿、
时时志愿”已蔚然成风，文明之
花迎着暖阳盛放。

根据市委社会工作部最新
数据，宁波现有注册志愿者216

万，占常住人口的 22.5%，志愿服
务历年综合活跃度达71.3%。

“有时间做志愿者、有困难找
志愿者”，志愿服务极具“乘数效
应”。志愿者点滴奉献、默默坚持
的暖心故事，唤醒无数人内心的
仁爱和慈善，从而带动身边更多
的人成为同行者，这样的人生更
具魅力，社会将变得更加美好。

记 者 手 记

昨日，海曙区段塘街道南都社区在该区镇明中心小学
操场举办了一场别开生面的“我心中的美好家园”主题绘
画活动。此次活动吸引了辖区内 130 名学生及其家长参
与，大家用画笔描绘自己对社区未来的美好愿景，共同为
增强社区凝聚力贡献力量。

值得一提的是，活动现场还设立了特色市集区域，展
示并义卖由居民、学生及志愿者自制的手工艺品、环保产
品等。 （徐能 张昊桦 庄涵予 摄）

见习记者 徐奕龄

“糖丸研制是上世纪六十年代
的事情，我父亲去世也有五年了，
没想到还有这么多人记得他。”

12 月 7 日下午，在国家图书馆
举办的“一生一事——‘人民科学
家’顾方舟口述历史分享交流活
动”现场，顾方舟院士的女儿顾晓
曼几次哽咽。

甬籍著名病毒学家、“人民科
学家”国家荣誉获得者⋯⋯顾方
舟，一个少小离家成长为“人民科
学家”的宁波人，一位“一生一
事”让小儿麻痹症成为历史的“糖
丸爷爷”，在五年前与世长辞。

今年 11 月 21 日，在逝世五周
年之际，顾老落叶归根，落葬甬籍
院士陵，也让“科学家精神”在家
乡永驻。

2018 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
《一生一事：顾方舟口述史》，成了
许多人了解顾老生平故事的窗口。
四年前，记者曾北上，专访口述史
作者。借这次交流活动开展之际，
记者再次出发，看到了口述史中另
一个“糖丸爷爷”。

两年十五万字，让“糖
丸爷爷”形象更立体生动

一段段口述历史片段，一张张
珍贵的史实照片，再辅以口述史工

作参与者范瑞婷的讲述，顾老和同
事投身“糖丸”研制的故事展现在
观众眼前。

“ 一 生 一 事 ——‘ 人 民 科 学
家’顾方舟口述历史分享交流活
动”基于国家图书馆中国记忆项目
中心用两年时间建设完成的顾方舟
口述史专题资源展开。

范瑞婷，作为国家图书馆中国
记忆项目中心的一员，负责顾老口
述史的整理工作。

从 2013 年开始，她和同事一
起 对 顾 老 进 行 了 13 次 口 述 史 访
问，累计时长 15 小时，整理出约
15 万字的口述史文稿。

“顾老非常低调，他并不想宣
传自己，是我们一再解释，这不只
是记录他个人，更是记录历史，他
才同意。”范瑞婷回忆，当时顾老
已年近九十，为了完成口述史付出
了不少精力。

顾老的女儿顾晓曼也在现场分
享：“我的父亲出生在宁波，他不
仅有一颗宁波胃，也有着宁波人的
务实和低调。”

团队还访问了顾方舟先生的夫
人李以莞女士，并远赴昆明，寻找
那些与顾老并肩作战的老同事。

“顾老的妻子和同事身上都有
着和顾老一样的科学家精神，我们
后来才知道，那些标了时间的珍贵
照片都是他们开会讨论出来的。”
范瑞婷介绍。

“他体育好，会带着我们玩儿。”

纪录片中，同事对于顾老的回忆，
一改大家刻板印象中科学家的严
肃，让顾老的形象变得更为立体生
动。

最终，这份沉甸甸的口述史在
2018 年得以问世，书籍的封面由
顾老亲自敲定——纯白的底色也展
示着他“一生一事”的纯粹。

平淡的叙述，有力的鼓舞

1957 年，顾老投入小儿麻痹
症疫苗研发工作。

2000 年 ， 世 界 卫 生 组 织 宣
布，中国已经消灭小儿麻痹症，那
年顾老 74 岁。

他一生做一件事，让小儿麻痹
症成为历史。

从事公共卫生事业，是当时的
“冷门”专业。一头扎进疫苗研制
工作，在距离昆明几十公里的山沟
沟从零开始，纪录片里，顾老用平
淡的语调介绍着并不简单的工作经
历。

“顾老，就是‘奉献’精神特
别典型的代表。”范瑞婷为观众介
绍顾老“携子以身试药”的故事，

“顾老说拿别人孩子做实验，这不
大仗义，其次，顾老和团队在此之
前已经做了无数的实验，他们对自
己有信心。”范瑞婷说。

“我是 1960 年出生的，和顾方
舟院士儿子的生日就差一个月，我
出生时就有了这个糖丸。当年也看

到过身边得过小儿麻痹症的人跛着
腿的样子。今天看到这个纪录片，
看到顾老那么平淡地叙述这么不容
易的经历，才真正了解什么叫科学
家精神。”北京市民陈女士十分感
动。

在北京求学的“00 后”宁波
人孙同学表示自己是特意为了解老
乡“糖丸爷爷”前来：“对于自己
吃糖丸的经历很模糊，但我之前
看过顾爷爷的相关报道，是他们
这 些 科 学 家 给 了 我 们 安 心 的 生
活。这次活动给了我走近他的机
会，他的精神也鼓舞着我们这代年
轻人。”

这份口述史资料，不仅留下了
鲜活的回忆，也带去了有力的期
许。

刚从甬返京不久的顾晓曼全
程参与了此次活动，“那些影像资
料 看 着 非 常 亲 切 ， 不 仅 仅 是 怀
念，还让我感到一种力量，让我
感觉到父亲是以这样的一种方式
让我们继续把自己的学习和工作
做好。”

“我们想要通过口述史料、影
音史料等记忆资源的保存与传播建
设和服务，汇聚、保存中华民族共
同记忆，弘扬民族精神，凝聚振兴
发展力量。”国家图书馆中国记忆
项目中心副主任田苗表示，未来，
国家图书馆中国记忆项目中心还将
继续策划开展受访人的记忆资源分
享交流活动。

他不仅有一颗宁波胃，也有着宁波人的务实和低调

顾方舟口述史中的“糖丸爷爷”

新闻
记 者 王 博
通讯员 王巧儿 宓伊沛

一针一线织出的爱，送到千里
之外⋯⋯

昨日上午，陕西省延安市子长
市 的 最 低 气 温 已 跌 至 零 下 14℃ ，
一股从 1700 公里外的大爱之城宁
波发出的爱心暖流，来到了当地的
两所幼儿园。

这股暖流的发起者，是“中国
好人”——89 岁高龄的宁波“毛
衣奶奶”韩翠菊。

半个月前，“毛衣奶奶”韩翠
菊找到“中国好人”赵杰，委托他
把自己和爱心工作室志愿者今年共

同编织完成的 680 件爱心毛衣，捐
赠给有需要的孩子。

送给孩子们的毛衣，韩翠菊特
别用心：她在袖长和衣围上都会适
当放量，但会织紧袖口、加双层衣
领，这样的毛衣既可以适应孩子快
速成长的身体，让孩子能多穿几
年，又严实保暖不会漏风。

过去 20 年里，韩翠菊用一双
巧手，连续织了上千件毛衣，送往
四川、贵州、吉林、湖南等地，温
暖了当地孩子的冬天。

2018 年，韩翠菊所在的鄞州
区东柳街道东海花园社区专门腾出
空间，成立了“韩阿婆爱心工作
室”，吸引了不少会织毛衣的邻居

加入。
随着参与织毛衣的爱心人士、

爱心企业逐步增加，当年底，团队
仅用 1 个月时间就赶织了 600 条围
巾，并分 3 批送到吉林、湖南等地
的小朋友手中。据统计，过去 20
年来，韩翠菊和工作室的志愿者，
已累计捐赠毛衣 5212 件。

“这几天，家住鄞州区东胜街
道曙光社区的李素玲奶奶和东钱湖
镇东福社区的陈云娣奶奶，也分别
捐 赠 了 60 件 爱 心 毛 衣 。 这 些 毛
衣，是她们克服种种困难，放弃休
息时间一针一线织出来的⋯⋯”赵
杰说。

拿到这些毛衣后，赵杰和团队
志愿者马不停蹄地整理、打包、装
箱，对接有需要的幼儿园和小学。

这一次，三位奶奶及其团队一

共 捐 赠 了 812 件 毛 衣 、 160 本 图
书。除了延安市子长市的两所幼儿
园，剩余毛衣和图书将寄往四川省
凉山州木里县乔瓦镇娃日瓦村的幼
教点。

“听说宁波有‘毛衣奶奶’，孩
子们都充满好奇。所以，我在上门
取毛衣的时候，特意安排了视频对
话，让孩子们和奶奶们见见面。”
赵杰表示。

在与孩子们的视频对话中，听
到孩子们稚气又真诚地喊着“谢谢奶
奶”，韩翠菊也由衷地感到高兴：“明
年除了毛衣，我还想织一些帽子、手
套，让孩子们能从头暖到脚。”

受韩翠菊老人的影响，在家默
默织毛衣的李素玲和陈云娣两位奶
奶也表示，只要还做得动，爱心毛
衣会一直织下去。

1700公里外
“毛衣奶奶”的温暖已被“签收”

记 者 戎美容
通讯员 顾芳晖 于梦琳

847 箱“红美人”到啦！
12 月 6 日下午，一辆满载着

丽水市青田县章村乡小砩村“红
美 人 ” 的 厢 式 货 车 顺 利 抵 达 宁
波，这也意味着一场跨越山海的
爱心助农行动迎来圆满结局。

“为让宁波市民品尝到最新鲜
的‘红美人’，我们早上 5 点多便
开始采摘，全力保障果实口感。”
小砩村党支部书记刘东平介绍，
在宁波市水务环境集团助农小分
队帮助下，村里临时组建了包装

“流水线”，从采摘、选果、称重
到装箱，每个环节精心部署，只
为让“红美人”以最佳状态送到
市民手中。

自 12 月 2 日甬派客户端报道
小砩村“红美人”销售遇困后，
宁波市水务环境集团以“山海协

作”为契机，协助小砩村在甬派
商城发起爱心助农活动。

短短五日，宁波市民积极响
应，下单量持续攀升，最终促成
847 箱“红美人”的成果。

市民吴女士一口气订购了 10
箱，第一时间品尝后，她对“红
美人”的品质赞不绝口：“果子甜
度适宜，果肉鲜嫩多汁，入口即
化。”她坦言，起初对助农产品品
质期望值不是很高，仅仅想献份
爱心，没想到这款水果这么给力。

刘东平望着货车上一箱箱卸
下的“红美人”，感慨万分：“这
不仅仅是一次农产品的销售，更
是一场爱心的传递。宁波市民的
支持，让我们真切感受到了‘山
海一家亲’的温暖。”刘东平表
示，小砩村也将以此为新起点，
优化种植技术，拓宽销售渠道，
推动更多优质农产品走出大山，
续写“山海情深”新篇章。

跨山海暖人心

847箱“红美人”运抵甬城

吴女士领取助农的“红美人”。 （戎美容 顾芳晖 摄）

齐心
绘美景

缪亚春在开展志愿活动。 （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