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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象

记 者 王佳辉
通讯员 金贤芳 刘雨 柳夏薇

在慈城老一辈的居民中，周文
海这个名字几乎人人皆知。

他并非政要名人，也不是富商巨
贾，而是一名热爱文玩收藏，尤其钟
情于宁波文史书籍收藏的普通人。他
自嘲为“破烂王”，却在默默无闻中保
存了几百万份旧书、旧报纸等。

位于慈城镇民生路 102 号的房
子，是周文海家几代相传的老宅。

一块写有“江北文史拾遗斋”的
木牌悬于门楣，不足十平方米的屋
内，数摞泛黄的书本、报纸、杂志等
物件堆在地板上，1940 年的慈溪县
地图与老照片在斑驳墙面上错落排
布⋯⋯

这里是他守护了十几年的“城
池”——一间用数吨故纸构筑的“宁
波历史博物馆”。

（一）
古玩世家的传承

3月22日上午，记者探访周文海
时，他正在整理前几天收来的旧书。

他已年过花甲，看上去却神采
奕奕。采访时，他滔滔不绝，对于房
间里的每本书、每张纸都如数家珍。

“我的父亲和奶奶都是古玩商
人。”出身于古玩世家，周文海从小
就对那些关于宁波的文史书籍情有
独钟。在耳濡目染之间，对家乡历史
的热爱早已深深根植于他的心田。

上世纪 80 年代后，宁波经历了
翻天覆地的变化，许多老宅被拆迁，
老物件被廉价处理。在周文海看来，
族谱、账本、地契⋯⋯这些被时代遗
弃的碎片，都是难能可贵的宝贝。

他驾驶着卡车穿梭于断壁残垣
间，挨家挨户地“包圆”所有老物件。

“这些资料一旦被丢弃，就很难找回
了。”他感慨道。

几十年来，周文海奔波于上海、
杭州、南京等地，或去古玩市场“淘
宝”，或到造纸厂中转站进行抢救性
回收。有一次，他甚至动用了两辆集
装箱大货车，从绍兴图书馆历史文
献馆一次性运回了 11 吨旧资料。

2011 年，父亲去世后，周文海
毅然决然地从杭州回到故乡，将自
己家的老房子改造成“江北文史拾
遗斋”以展示那些故纸旧物，在慈城
古县城一角留下历史的注脚。

“现在，我每个月都要外出收书
三四次。”他告诉记者，“我几乎只保
留与宁波相关的书籍，藏书量虽然
减少到了约 7 吨，但每一本都是精

挑细选的。”
他 有 着 自 己 独 到 的“ 鉴 宝 秘

诀”：竖着写的书、用繁体字写的书、
关于宁波的书。

“碰到这些书，给我再多钱也不
卖。”他笑着说。

（二）
百万故纸，皆是宝藏

周文海的“藏书库”隐藏在一扇
隐蔽的门后。

“房子里太乱了，怕弄脏你们。”
记者正欲进入时，周文海一边连声
提醒，一边手舞足蹈地介绍起屋子
里的宝贝来。

不大的房间里，满满当当堆放着
约 1 米高的旧物件。“虽然整理这些
书很累，得一本一本按年份排好。”周
文海轻描淡写道，“但这些只有 3 吨
多，我一个多星期就能收拾完。”

在他的“战利品”中，最令他自
豪的是一份新中国成立前的宁波市
慈湖中学师生通讯录。“它是我在杭
州 一 个 古 玩 市 场 淘 到 的 ，记 录 了
350 多名师生的信息。”周文海回忆
道，“当时卖家开价 80 元，我毫不犹
豫就买了下来，后来拿给学校一看，
大家都说这是份珍贵的资料。”

当然，他的“战利品”远不止这
些。他还接手了父亲在宁波市古玩
集市开的古玩店——“世泉阁”。

每逢周末，这家店里总是格外
热闹。

钱文华等研究慈城历史文化
的专家常常围坐于此，或探讨冯
氏家族往事，或考证慈城状元的

仕途⋯⋯这些专家中，年龄最大的
已有九十多岁。每当争议难解，周
文海便躬身钻入书堆翻找，总能找
到解答疑惑的资料。

日复一日，周文海逐渐成为宁
波文史专家和爱好者的“民间档案
馆”。无论是学者、游客，还是慈城镇
相关部门，如遇史实难以定夺，总会
首先想到他。

顺理成章，他成了慈城镇收藏
家协会会长和江北区收藏家协会理
事。他十余年间积极参加各类收藏
展览活动，还向抱珠楼、聚宽书院等
慈城文化地标捐赠过一批又一批的
珍贵藏书。

他的书架对所有人敞开。来往
游客若对慈城历史感兴趣，他便随
手赠书：“送你了！你可以多住几天，
看看真正的慈城！”

据不完全统计，他已经无偿捐
赠各类书籍上万册。

（三）
让城市记忆亮起微光

2015 年是周文海人生的一个
重要转折点。

一天，他在电视上看到浙江广播
电视集团《1818 黄金眼》节目创办的

“彩虹计划”公益助学行动。他深受触
动，随即决定捐赠 300册课外读物给
台州市仙居县的一所贫困小学。

自此以后，周文海不再专注于
经商盈利，而是将大部分精力投入
为宁波，尤其是为慈城做贡献的事
业中。

2016 年，周文海意外发现京剧

大师周信芳故居离他家不远。于是，
他花了几年时间重新打造周信芳故
居，里面的物品陈设、环境布置都亲
力亲为。如今，周信芳故居焕然一
新，陈列着 2000 余件与周信芳相关
的珍贵收藏品。

去年是周信芳诞辰 130 周年，
从周信芳后人到“梅花奖”得主，再
到中国戏剧家协会的诸多名家，纷
纷来到故居参观。当他们看到周信
芳先生的未出版手写戏曲资料时，
无不惊叹：“这些资料若失传，该有
多遗憾啊！”

周文海也会紧跟时代潮流，尝
试年轻人喜欢的“新花样”。

周信芳故居的一张木桌上摆着
一枚印章和数十枚书签，周文海向
记者介绍：“前不久，我策划了一场

‘戏曲小人书展’。这个书签和印章
的图案是我和朋友一起设计的。”

这几天，由周文海打造的景明
社区慈城文化图书馆正在紧锣密鼓
地装修，预计 4 月 1 日正式开放。这
座约 50 平方米的图书馆里，全都是
周文海捐赠的慈城文史书刊。他希
望通过这种方式，让更多人了解慈
城的历史文化。

“慈城是座千年古城，文化底蕴
深厚，一定要传承下去。”周文海对
这片土地有着深厚感情，他说：“我
保护这些老书，让更多人了解它们，
就是在保护慈城！”

周文海还喜欢在抖音上发短视
频，记录自己回收、整理书籍的日常
生活。拍摄手法虽简单，但只要能将
推广宁波的心意传递给观众，他就
感到无比满足。

自嘲“破烂王”，保存了几百万份旧书、旧报纸

“小镇收藏家”故纸堆里寻文脉

周文海和他的“藏书库”。 （王佳辉 摄）

凡人星事

记者 仇龙杰 钟海雄

3 月 15 日，宁波民生 e 点通群
众留言板收到编号为“171533”的网
友反映，海曙区横街镇竹丝岚村部
分村民家中生活用水常年浑浊。记
者实地走访后发现，尽管去年底完
成管网改造，但仍有少数村民家存
在水质不稳定问题。对此，相关部门
及运维单位回应称，水质问题与管
网老化、用水习惯等多重因素相关，
需各方协同推进解决。

村民反映：
水质时好时坏，偶有浑浊

3 月 18 日，记者走访竹丝岚村
十余户村民家发现，大部分村民家
中自来水清澈透明，但个别家庭仍
存在水质异常。村民周先生当着记
者面打开许久未用的水龙头，接水
盆内呈现土黄色，用口罩内侧白色
一面包裹水龙头放水一分钟后，口
罩内侧可见明显黄渍。

部分村民反映，水质时好时坏，
“有时发黄，有时泛白，像是漂白粉
放多了”。为应对停水或水质波动，
一些村民还自建了过滤水箱，抽取
井水过滤后使用。

对于这一问题，一些村民也表
示：“比起过去挑水喝，现在已方便
太多。”

竹丝岚村回应：
水源稳定，改造初见成效

竹丝岚村相关负责人介绍，目

前村民用水来自大庵水库，经水站
过滤后输送至村民家中。去年下半
年，村内完成供水管网改造，水站新
增石英砂、活性炭及膜处理三道过
滤工艺，清水池水质经检测达标。

“改造后村民用水整体改善，但山区
供水受地理条件限制，仍存在末端
管网沉淀、水压波动等问题。”

据了解，横街镇近年来持续推
进山区饮水工程，仅 2019 年至 2020
年便投入超千万元改造多个村庄管
网，竹丝岚村作为双溪口水库上游
村，水源保护与供水优化亦是重点
任务。

镇农业农村办：
多重因素影响水质，

需协同维护

3 月 20 日，记者再次前往竹丝
岚村，跟随横街镇农业农村办公室
相关工作人员实地探访竹丝岚村供
水站。该站日供水量 389 吨，承担全
村 1391 人的生活用水。在过滤车间
内，石英砂过滤罐、活性炭过滤罐与
膜处理设备运转平稳，电子屏实时
显示水质数据均优于《生活饮用水
卫生标准》要求。清水池中，经三级
过滤后的水体澄澈透亮，肉眼未见
悬浮物。

那么，为何一些村民家的自来
水会出现浑浊的情况呢？据横街镇
农业农村办相关负责人分析，当前
水质问题与四方面因素相关：

其一，户内管网老化。村内公共
管网虽已更新，但部分村民户内管
道使用年限较长，可能存在锈蚀、破

损等情况；
其二，末端沉淀未及时清理。管

网需定期冲洗排出沉积物，若维护
不及时，清水池达标水经长距离输
送后仍可能浑浊；

其三，用水习惯差异。城区供水
是环通管网，水会持续流动。山区供
水为单向流动，末端“死水”易滋生
细菌、沉淀，长时间未用水后需先排
放部分；

其四，水压波动扰动沉淀。城区
供水水压是恒定的，山区靠重力自
流供水，用水高峰时水压变化较大，
易搅动管道内的沉积物。

该负责人强调，运维单位已对
水站工艺严格监管，但村内公共管
网维护需村民与村委共同参与，“定
期冲洗和及时报修缺一不可”。未来
将加强科普宣传，引导村民科学用
水，同时探索引入第三方专业团队

协助管网养护——此举在惠民村等
邻村已有成功案例。

从“屋顶山塘取水”到“膜过滤
工艺入户”，横街镇山区饮水工程正
逐步推进。竹丝岚村的水质问题，既
是改造进程中的“阵痛”，亦是多方
协同治理的契机。如何平衡自然条
件、技术投入与村民参与等多方因
素，或是未来破题的关键。正如该镇
一位人大代表所言：“治水需久久为
功，更需人人尽责。”

发现身边问题，请您继续通过
以下方式反映：

1.拨打热线81850000；
2. 打开甬派 App，在下方“问

政”板块留言；
3.微信搜索“nb81850”，关注后

直接留言；
4. 打开中国宁波网，登录宁波

民生e点通群众留言板。

海曙竹丝岚村部分村民家自来水“浑浊”？
多方回应：管网改造持续推进，水质改善需共同维护

本报讯 （记者孙肖） 据市气
象台消息，新的一周 （3 月 24 日
到 3 月 30 日），宁波的天气将经历
一 次 剧 烈 的 变 化 ， 仿 佛 开 启 了

“一键入冬”模式。
前半周 （3 月 24 日到 3 月 26

日），我市将持续晴暖 天 气 ， 最
高 气 温 可 达 32℃ ， 仿 佛 提 前 进
入 初 夏 。然 而 ，这 样 的 温 暖 并 不
会 持 续 太 久 。从 3 月 27 日 开 始 ，
天气将迎来一次大转折。受寒潮
影响，我市将迎来一次明显的降
温 、降 水 和 大 风 天 气 过 程 ，最 低
气 温 可 能 降 至 4℃ ，最 高 气 温 也
将大幅回落至 10℃—13℃，相比
前半周，气温狂跌 20℃左右。

据气象部门预测，3 月 25 日
到 3 月 29 日，一股强冷空气将影

响我国大部分地区。受此影响，
宁波在 3 月 27 日前后也将迎来一
次明显的降温、降水和大风天气
过程，并可能出现雷电、短时强
降水、局部地区雷暴大风等强对
流天气。

市 气 象 台 专 家 提 醒 ， 厚 外
套、薄棉袄暂时还不要收起来，
本周后半段的气温将明显下降，
尤 其 是 早 晚 时 段 ， 体 感 温 度 较
低，需注意防寒保暖。

此外，春季虽然气温回升，
但紫外线的强度也在逐渐增强。春
季气候干燥晴朗，紫外线的穿透能
力更强。市气象台专家提醒，市民
在享受春日暖阳的同时，也需注意
防晒，皮肤的防御能力较弱，容易
受到紫外线的伤害。

气温或从32℃降至4℃
前半周持续晴暖，后半周“一键入冬”

本报讯（记者陈章升 奉化区
委报道组景士杰 通讯员邬自沁）
近段时间，家住奉化区锦屏街道东
关村的老人汪章秋时常失眠，精神
状况欠佳。昨天上午，他拿起手机
登录“浙里办”App，找到奉化区中
医医院治未病科界面后完成预约
挂号手续，打算找中医师改善一下
自己的睡眠。

“以前，遇到类似的情况，我会
让孩子上网预约或跑医院排队挂
号。老年大学的小李老师教我如何
上网预约挂号，现在自己动动手
指就能搞定。”汪章秋说。

汪章秋提到的小李老师，是奉
化老年大学 2025 学年“数字化生
活”课程的老师李晓卿。日前，她在
该校上了一堂智能手机操作课，教
30 余名老年学员用“浙里办”App
挂号、退号，进一步解锁他们的“智
能生活”。

“智能手机操作复杂、线上就
医一头雾水⋯⋯这些曾经困扰老
年人的数字烦恼，在奉化正被温情
破解。”李晓卿介绍，奉化老年大学
自 2015 年起推出“以老助老跨越
数字鸿沟”志愿服务项目及相关课
程。现在，许多老年学员不仅会上
网聊天、购物，还会使用手机软件
剪辑、上传视频。

在数字化时代，如何让老年人
老有所乐、老有所享？这是奉化老
年大学教职人员及该区其他老年
教育机构工作者关注的热点问题。

去年，奉化成立老龄事业发展
促进中心，牵头全区老年教育资源
整合工作。目前，该区已初步形成

“老年大学—镇街老年学校—村社
教学点”三级老年教育网络，覆盖
全区 12 个镇（街道）和 289 个村（社
区）。

以奉化老年大学为例，该校现
有 30 余间专业教室、百余名教师，
推出了 60多门课程。“在这里，我们
给自己‘充电’，结交新朋友。”锦尚
社区居民俞玉飞告诉记者，今年她
在老年大学报了舞台剧表演、交谊
舞等课程，希望为自己的生活添彩。

依托三级老年教育网络，奉
化鼓励老年学员学以致用、老有
所为，合力打造“我们的家园”
新场景。今年 63 岁的楼淑琴是奉
化老年大学的“公益明星”。自
2019 年起，她带领部分老年学员
在新民社区组建“龙津姐妹花”
志愿服务小分队，积极参与社区
治理及环境整治、矛盾调解等公
益活动，成为当地一道亮丽的风
景线。

据了解，在奉化现有户籍人
口中，60 周岁以上老年人占比超
过三成。为了让更多老年人老有所
享、老有所为，该区今年将以老年
大学为示范引领，以宁波开放大学
奉化学院、12 个镇街老年学校为
枢纽支撑，以 N 个村社老年学堂
为终端触达，打造“家门口”老年大
学，力争学员总数突破 1 万名。

城乡联动织密三级老年教育网络

奉化老年大学“进村入社”
圆了银发学子的“大学梦”

奉化老年大学学员正在学习使用智能手机。（陈章升 马雪红 摄）

昨天，一场以“纸鹞连中外，文明共传承”为主题的风筝活动在海
曙古林茂新村拉开帷幕，10 多名宁波大学的留学生在市级风筝非遗传
承人胡金伟的带领下制作中国传统风筝并放飞，各色的风筝在碧空中飞
翔，展现了一幅迷人的春日画卷。（沈天舟 徐浩跃 励洁 摄）

风筝连起四海情

大部分村民家中自来水清澈透明。 （仇龙杰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