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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象

本报讯（记者孙肖）四月天
里上演的“天气变脸大戏”，让
宁波市民体验了一把“风狂雨
骤”的春日限定版。

昨天 14 时 17 分，慈溪达蓬
山监测站捕捉到 32.8 米/秒的 12
级大风，刷新了本轮冷空气影响
期间的风力极值。这股从华北席
卷而来的大风，裹挟着冷空气与
降 水 ， 将 宁 波 推 入 气 温 “ 跳
水”、风雨交加的天气“剧场”。

从4月11日夜间开始，宁波
全域进入大风戒备状态。江北区
发布最高级别的大风红色预警，
海曙、镇海、北仑、宁海、象山
等地同步发布橙色预警。

气象监测数据显示，沿海海
面掀起 8 级至 10 级个别 11 级的
西北风，沿海和高海拔山区风力

达 7 级至 9 级个别 10 级，内陆平原
也出现6级至8级阵风。

风雨总是结伴而至。4月11日15
时至12日15时，宁波全域平均降水
量达25.1毫米，奉化明溪站以62.9毫
米雨量成为本轮降水“冠军”。

冷空气带来的不仅是风雨，更
有“魔幻”的气温变化。好在这场
天气“快闪”即将迎来转折。随着
冷空气主力快速东移南下，从明天
起全省将切换为晴到多云模式，气
温开启“反弹模式”。仅 4 月 18 日
至 19 日、21 日至 22 日还将迎来两
次降水过程，其余时段以多云天气
为主。

据市气象台消息，未来七天最
低气温在 9℃至 20℃之间起伏。建
议市民采用“洋葱式穿衣法”，随时
应对晴雨转换与气温骤变。

狂风突袭甬城
宁波天气上演“过山车”

郭元鹏

4月10日晚，北仑区柴桥街
道滨江公园的健康驿站灯火通
明，这是北仑区第二人民医院党
委与柴桥街道芦北社区党委联合
打造的党建共建项目——“爱心
小屋”的首场活动，以“错峰服
务”的创新模式，为辖区居民送
上了一份贴心的健康礼包 （4 月
12日《宁波日报》民生版）。

“爱心小屋”这一党建共建
项目，如同一股温暖的春风，给
城市社区增添了一抹温情。

夜间健康市集这种创新的服
务模式，无疑是对传统医疗服务
的一次有益补充。在快节奏的现
代生活中，很多人白天忙于工
作，而“爱心小屋”将服务时段
设定为每月10日18:00-19:00，为
居民提供了贴心的健康礼包。这
种以人为本的考量，真正做到了
想居民之所想，急居民之所急，

让医疗服务更加贴心、更加人性化。
更值得称赞的是，“爱心小

屋”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具有很强
的灵活性和适应性。它能够依据季
节变化与群众需求，不断推出新的
主题服务。这充分体现了项目策划
者对社会实际需求的敏锐洞察和积
极响应。

从更广泛的层面上来说，“爱
心小屋”的温情不仅仅体现在对居
民健康的服务上，更体现在它对城
市人文精神的滋养与弘扬上。在一
个充满温情与关爱的城市里，人与
人之间的关系更加融洽，社会更加
和谐稳定。“爱心小屋”就像是一
颗温暖的种子，播撒着爱心与关
怀。

城市需要“爱心小屋”这样的
温情存在。它不仅为居民提供了实
际的帮助和便利，更提升了城市的
文明程度和居民的幸福感。

（欢迎投稿，来稿请发民生邮
箱1871684667@qq.com）

城市需要“爱心小屋”的温情

本报讯（通讯员郑珊珊 记
者王佳）无人机喷洒农药后，相
邻地块的农作物出现不同程度的
药害，致使农户粮食减产。日前，
余姚法院审结一起因飞防作业不
当引起的侵权责任纠纷案件，判
决被告上海某农业科技公司赔偿
受损农户共计58.9万余元。

上海某农业科技公司的承包
田与黄某、杨某、程某三人的土
地相邻。2023 年 6 月，该公司在
其承包田区域内使用无人机喷洒
除草剂。不久后，黄某等三人发
现自家与该公司相邻地块的部分
水稻秧苗出现叶片畸形、发黄枯
死情况。

同年 11 月，余姚市农业农
村局作出农业生产事故初步调查
报告，其中载明“制种水稻发生
除草剂药害与农用无人机喷洒的
除草剂发生漂移存在关联性”。
之后，黄某等三人分别向余姚法
院起诉，要求上海某农业科技公

司赔偿减产损失费、补救损失费共
计58.9万余元。

法院审理后认为，根据当地农业
农村局出具的农业生产事故初步调
查报告，可以认定原告的损失与农用
无人机喷洒农药具有因果关系，故
法院判定，案涉事故所造成的损失
应由被告承担，最终判决被告赔偿
三原告财产损失共计58.9万余元。

农用无人机在农耕中扮演着越
来越重要的角色。然而，无人机喷
洒作业常常“误伤”他人农田，由
此引发的法律纠纷也越来越多。办
案法官提醒，农业从业者在使用无
人机喷洒农药前，应当预留施药农
田与相邻农田的安全距离，提前做
好风险评估和安全防范措施，避免
药液飘移导致他人财产损失。作为
受损方，一旦发现药害情况，要及
时固定证据，第一时间拍照、录像
并及时申请相关部门进行损失鉴
定，同时积极采取补救措施，避免
损失继续扩大。

无人机洒农药“误伤”相邻农田
法院判决：赔偿农户庄稼减产损失

说说身边事 给你提个醒

本报讯（记者陈敏 通讯员王
莎） 4月11日上午，西藏比如县人
民医院手术室的灯终于熄灭。宁波
市第六医院的 7 位专家相继走出，
虽然疲惫却难掩喜悦——连续三
天，他们在平均海拔 4000 米的高
原上完成了 8 台高难度骨科手术，
用专业和爱心，为雪域高原的藏族
同胞带来健康的希望。

这支专家团队的到来实属不
易。从东海之滨到雪域高原，他们
经历了3000多公里的飞行和9个小
时的山路颠簸。4 月 8 日抵达比如
县后，医疗队立即投入工作。第二
天，2025 年国家临床中心科技志
愿服务行——显微外科标准化建设
西藏行暨牵手工程西藏比如站正式
启动，数百名藏族群众闻讯赶来，
将县医院挤得水泄不通。

“这里的骨科疾病发病率很
高，但医疗条件有限。”宁波市第
六医院院长王欣介绍。在第十批宁
波援藏工作组的协调下，今年 1 月
医院就与比如县人民医院签订了帮
扶协议。在此次义诊中，专家们从
众多患者里筛选出 8 名急需手术的
病例。

“以后小朋友再也不会被笑话
了！”4 月 10 日中午，看着刚接受
肢体畸形矫正手术的儿子次仁平措
被推出手术室，比如县白嘎乡藏民
旦增红着眼眶说。

次仁平措畸形的左手大拇指一
直是全家的心病。次仁平措今年 5
岁，天生左手拇指畸形，弯曲变形
的拇指让孩子变得自卑内向。儿子
曾向父亲哭诉，贫困的旦增内疚又
无助，听说宁波专家要来义诊，旦
增连夜借车带孩子赶赴县城。

手术非常成功。病房里，小次
仁好奇地打量着自己的包扎好的小
手，这里有他的“新拇指”，眼睛
里闪着光：“我可以和其他小朋友
一样了！”

与小次仁相比，42 岁的旦增
白姆经历了更漫长的等待。3 岁时
的严重烧伤让她的双手蜷缩成团，
左腿常年溃烂。这台复杂的手术原
本需要5-6小时完成，但考虑到高
原麻醉存在风险，专家团队专门制

定了手术方案。“牵手工程”专家
团 6 位专家和解放军总医院显微外
科副主任医师赵建文同台协作，仅
用2个多小时就完成了手术。

“以后可以用手梳头了，我也
可以留长发了。”术后醒来的旦增
白姆激动不已。这个困扰她 39 年
的伤痛，在宁波医生的妙手下得到
治愈。

据悉，8 名患者的手术费用全
部由鄞州慈善总会和廖有章爱心基

金会资助。王欣表示，从今年起，
医院将每年派驻 2 名专家在比如县
工作 4 个月，计划用 3 年时间为当
地培养专业的骨科医疗队伍。

“牵手工程”负责人徐吉海
介绍，这项公益行动自 2017 年启
动以来，已为全国 350 多名贫困
患儿提供免费治疗，资助总额超
过 350 万元。而这次西藏行，让
这份爱心在雪域高原绽放出新的
光彩。

跨越3000公里的“医”心守护
宁波医生雪域送健康

义诊现场。 （医院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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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1日下午，慈溪附海镇首届“村跑”大赛在“溪上稻乡”
五彩花田举行，跑步爱好者可以边跑边领略诗意乡村美景。近年
来，附海镇坚持将“体育+”作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催化剂，以体
育助力乡村建设，促进人民健康，丰富群众文化。

（刘丹丹 何晴 摄）

本报讯（记者戎美容 通讯员
周斯佳）宁波的春天，怎可少了东
钱湖畔那一口“糯叽叽”的麻糍
呢？眼下正值麻糍销售的旺季，在
鄞州区东钱湖镇的几个农家作坊
里，村民们忙得热火朝天，纷纷感
慨：“忙不过来，根本忙不过来！”

4 月 11 日 11 点 多 ，“ 叮 咚 ”
“叮咚”微信消息的提示声，在蔡
幼飞家此起彼伏。这位“麻糍二
代”的手机里，订单从天津、广
东、新疆等地纷至沓来。

而此时，她无暇回复，正忙着
在石臼前帮着父亲捣麻糍。“他们
从凌晨 4 点多就开始忙活了，我趁
着午休赶过来帮忙。”蔡幼飞说。

进入 3 月，蔡幼飞家便开启了
“全家总动员”模式——父亲负责
蒸糯米、顾火候，母亲蒸艾草、揉
面团，而蔡幼飞负责包装和发货。

做 了 20 多 年 的 麻 糍 ， 因 食 材 新
鲜，他们一直拥有一群固定的食
客。

为何有些游客每年都想尝这一
口“鲜”？蔡幼飞说，有一名天津
的顾客告诉她，东钱湖麻糍有一种

“春天的味道”，吃麻糍有种春日的
仪式感。

“我今年都没敢发朋友圈，怕
来不及做，但仍有不少老顾客主动
找上门来，上个月的销售额就有 2
万多元。”蔡幼飞笑着说，过去的
订单主要集中在宁波周边城市，但
随着东钱湖旅游业的发展，现在的
订单来自全国各地。

循着糯米香，来到绿野村，村
民陈金娥的院落已成了游客们寻味
的“打卡地”。

“我们这里的麻糍之所以好
吃，是因为讲究用料。”做麻糍近

40 年的陈金娥自豪地道出了她的
美食秘方：艾草都是现采摘的，保
留了最自然的清香味；捣面团是人
工的，口感更加软糯。为了满足顾
客的不同需求，陈金娥除了做麻
糍，还捏青团，裹上自制的黄豆或
芝麻馅，香甜可口。

“ 一 天 就 卖 出 了 100 多 箱 麻
糍，还有几千只青团，有的顾客还
从北京特意寻过来，真想不到！”
陈金娥动容地说，家乡的传统糕点
成了全国的“网红”，看来老味道
要坚守，花样也要创新，这样才能
持续受欢迎。

在下水片区的几家店铺中，
“钱湖手工麻糍店”的招牌格外
醒目。店主朱亚菊边说边在一旁
打包青团。她家的摊位，品种很
丰富，有米鸭蛋、南瓜麻糍等，
这些都是她多年经营中积累的经

验。
这家店开了快 20 年。当年，

因东钱湖区域改造，她家的鸭棚需
按规定关停，之后就在家门口支起
了麻糍摊位，成了当地“第一个吃
螃蟹的人”。

“刚开始就我们一家麻糍店，
后来周边的村民纷纷效仿，有的还
开起了农家乐，这条街便越来越热
闹。”朱亚菊说，现在一到周末和
节假日，道路上车水马龙，两侧游
客如织，店铺生意也跟着旺起来。
最近一个周末，仅麻糍就售卖了
1000多盒。

从农家作坊到文旅招牌，小小
麻糍串联起传统手工艺的传承密码
与乡村旅游的发展脉络，成为春日
里撬动区域经济的“甜蜜支点”。
据不完全统计，东钱湖镇至少有
30家农家麻糍作坊。

东钱湖麻糍春日热销

连日来，由宁波大学人文与传媒学院联合校图书馆、江北区文联及
慈城镇南联村共同打造的“青衿耕读计划：从纸间乡愁到镜头新生”主
题展览，在宁波大学图书馆开展，展览将持续至5月9日。

图为江北区慈城镇南联村也同步举办了影展，村民纷纷驻足观赏。
（陈结生 李越 摄）

这场“村味”展览引追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