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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孙肖 通讯员 方艳莹

这几天，大家有没有被狂风
“拍脸”？截至昨日 16 时 34 分，全
省共有 64 个大风黄色预警信号，
宁波各区 （县、市） 也全部拉响大
风黄色预警。

市气象台监测数据显示，4 月
13 日 20 时至 4 月 14 日 15 时，宁波
全市日极大风最大测站为慈溪达蓬
山 站 ， 风 速 达 23.2 米/秒 （9 级 ，
出现时间：4 月 14 日 14:54）。受冷
空气影响，昨天白天我市沿海海面
仍有 8～9 级西北大风。

为何最近几天风力如此强劲？
“主要是弱冷空气补充南下和高空
动量下传带来的大风。”宁波市气
象服务中心高级工程师卢晶晶昨日
解释道，由于弱冷空气补充南下，
导致平原内陆风力显著增强。另

外，还有高空动量下传大风，白天
近地面气温升高后，对流作用增
强，高空能量会通过大气对流传导
至地面，导致地面风速加大。“这
轮大风来得猛，去得也快，预计夜
里风力迅速减弱，明天升温明显，
暖热感会很快回归。”她补充道。

尽管大风“闹腾”，气温却未
受压制，阳光依旧慷慨洒落。但春
季的风向来以“喜怒无常”著称，
昨天的狂风只是其“暴躁”一面的
缩影。那么，春天的大风究竟从何
而来？

据介绍，春季常见的大风主要
分为三种类型：冷锋大风、气旋大
风和雷暴大风。冷锋大风就像冷空
气的“急行军”。春季冷空气势力
仍然较强，当它们快速南下与暖空
气相遇时，就会形成冷锋。冷锋过
境时，冷暖空气激烈交锋，气压差

急剧增大，瞬间就能掀起大风。这
类大风往往伴随着明显的降温、降
水，风向也会发生显著变化。

气旋大风则是大气中的“旋转
高手”。春季海陆温差明显，容易
形成气旋这种中心气压低、四周气
压高的大气涡旋。比如常见的蒙古
气旋和江淮气旋。蒙古气旋强盛
时，会给北方带来大风甚至沙尘天
气；江淮气旋虽然强度较弱，但也
能带来明显的风雨过程。特别值得
注意的是，气旋入海后往往会进一
步发展，风力增强，通常会伴随着
南风转北风的过程。

雷暴大风是强对流天气的“副
产品”。随着春季日照增强，地面
受热后空气急剧上升，与高空的冷
空气形成强烈对流，从而引发雷暴
天气。雷暴云中强烈的上升下沉气
流相互作用，能在短时间内产生 8
级以上的大风，往往还伴有雷电、
暴雨甚至冰雹，突发性很强，需要
特别警惕。

大风虽然给人们的生活带来诸
多不便，但也有其积极的一面。它
不仅能够帮助植物传播花粉，促进
繁衍，还能驱散雾霾，改善空气质
量。此外，大风还能推动海水流
动，促进海洋生态系统的物质循
环。当然，面对大风的破坏力，我
们还是要做好防范措施：加固户外
设施、避免高空作业、关好门窗，
保护人身和财产安全。

值得关注的是，从今天起，浙
江正式进入汛期。据市气象台最新
预报，从昨天起三天以晴或多云天
气为主，但从 4 月 17 日开始，晴雨
交替将变得频繁。气温方面，总体
感觉较暖热。

市气象台特别提醒广大市民：
随着汛期的到来，强对流天气、暴
雨洪水等极端天气事件可能增多，
大家要及时关注最新的天气预报和
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范准备。虽
然今天风力会明显减弱，但市民出
行仍需注意安全。

连日大风来袭

春姑娘的“暴脾气”从何而来？

记 者 吴向正
通讯员 葛棉棉 赖海滨

宁波市江北区恰如家养老助残
爱心服务中心 2025 年第一期重度
肢体残疾人生活自理能力培训班近
日开班了。本次培训班 20 多名学
员的基本情况怎么样？课程安排该
如何优化⋯⋯该中心主任、同样重
度肢体残疾的朱宇杰坐在轮椅上，
为这一期培训班的开班四处张罗
着。

朱宇杰原本是个喜欢打篮球的
阳光男孩。2009 年 6 月，刚满 20
岁的朱宇杰突发急性脊髓炎，导致
胸椎 T5-T10 脊髓损伤，双下肢失
去运动和感知功能。刚开始几年他

也曾消沉过，2014 年，在江北区
残联和助残机构“恰如家”的帮助
下，他坐上了定制轮椅，接受系统
训练，慢慢地实现了生活自理。走
出 阴 霾 后 ， 朱 宇 杰 加 入 “ 恰 如
家”，通过“现身说法”激励其他
肢体残疾人勇敢地面对生活的挑
战。

在“恰如家”，朱宇杰率先提
出“同侪帮扶”理念，即伤友帮
扶 伤 友 ， 利 用 自 助 和 互 助 的 模
式 ， 组 织 并 成 立 “ 同 侪 训 练 师 ”
团队，通过为重度肢体残疾人提
供康复训练、心理辅导、就业培
训、辅具适配和无障碍出行等综
合性服务，帮助他们重拾生活的
信心和勇气。

脊髓伤友一开始大多意志消
沉，认为自己的人生没有希望，只
能躺在床上，由家人或护工照顾，
致使家庭陷入困境。为此，朱宇杰
和团队成员就一直开展入户访视工
作。他们的主要任务就是给伤友提
供心理上的支持。“我也是一名高
位截瘫者，但我能独自开着汽车，
想到哪里就到哪里⋯⋯”相似的处
境很快拉近了彼此的距离，他用亲
身经历唤醒一个又一个脊髓伤友的
心灵。

朱宇杰带领团队牵头开发了脊
髓损伤残疾人初、中、高级三个不
同层次的生活重建康复课程，至今
已累计服务脊髓伤友 500 余人次，
其中 80%的伤友实现了生活自理，
为数百个家庭减轻了照料伤病的压
力。

“ 恰 如 家 ” 先 后 被 评 为 全 国

“残疾人之家”、全国“希望之家”
示范单位、市级脊髓损伤者自助互
助基地。朱宇杰和同事们还积极开
展“山海协作·助残帮扶”，帮丽
水莲都等 5 地残联成功孵化“希望
之家”。

朱宇杰热衷于助残公益事业，
平时通过社交媒体记录自己的生活
日常，传播残疾人重建生活的知
识，鼓励伤友走出家门、回归社
会。他还参与宁波市无障碍环境建
设宣传片和杭州亚残运会宣传片的
拍摄，积极促进无障碍环境建设理
念深入人心。

“我命由我不由天”，朱宇杰用
自己的行动诠释自强不息、身残志
坚的真谛。不久前，他被评为“浙
江好人”。朱宇杰说：“轮椅人生不
能被局限，满怀希望才能披荆斩
棘。”

“浙江好人”朱宇杰：

坐在轮椅上向伤友“现身说法”

本报讯 （记 者沈莉萍） 昨
日，宁波市江北中心学校体育馆
内欢呼声如潮。中国羽毛球队女
子单打主教练罗毅刚，带领刚刚
结束 2025 亚洲羽毛球锦标赛征程
的队员陈雨菲及“梁王组合”梁
伟铿、王昶踏入校园，与师生们
近距离互动，开展趣味比赛，现
场氛围热烈非凡。

当天上午，江北中心学校举
行“中国国家羽毛球运动员进校
园”活动。这是一所浙江省羽毛
球传统项目学校，多年来，为省
队、国家队输送了吕学舟、吕柔
皓和周新宇等优秀的羽毛球队员。

孩 子 们 早 早 地 齐 聚 在 体 育
馆，眼中满是期待与好奇。当罗
毅刚教练与三位国手健步迈入体
育馆时，雷鸣般的掌声与欢呼声

顿时响彻全场。
“我一直盼着能见见他们，没

想到梦想成真，太开心啦！”一名
男生兴奋地跳了起来，脸上洋溢
着藏不住的激动与敬仰。

随后，三位国手与江北中心学
校、宁波体校的学子们展开了一场
别开生面的“欢乐切磋”，将现场气
氛推向高潮。有幸上场的孩子鼓足
勇气，轮番上阵，“单挑”陈雨菲，又
组队挑战“梁王组合”。面对国手们
强大的气场，同学们毫不怯场，吊
球、扣杀，一招一式有模有样。现场
喝彩声、加油声此起彼伏。

比赛间隙，王昶还亲自化身
“教练”，俯身为学生讲解球技要
点。他鼓励大家：“你们打得很
棒，别紧张，享受打球的过程，
是最重要的！”

宁波学子与羽球国手“切磋”球技

孙根荣

近日，鄞州区下应街道君睿
社区喜气洋洋：全区首个政府与
专业餐饮企业深度合作的社区食
堂“睿邻食光”正式营业。这个
食堂名字由 108 名居民共同“孕
育”，不仅承载着 2000 多名老人
的用餐期待，更是基层民主自治
的生动注脚 （4 月 14 日 《宁波日
报》 民生版）。

据报道，君睿社区创新采用
“全民提案—公开投票—共建落
地”三步机制，让居民从“旁观
者”变身“决策者”。最终，“睿邻
食光”以高票当选。俗话说：“民心
是杆秤”。社区食堂名称哪个优、哪
个劣，社区居民通过自己的思考和
判断，心中大致是有答案的。这个
社区食堂之所以被命名为“睿邻食
光”，就是因为众多居民认为“睿
邻食光”这个名称优。

社区食堂被命名为“睿邻食
光”这件事再次表明，社区工作
要得到广大居民的支持，首先是

社区工作者要尊重居民的参与权；
其次，社区工作要得到居民的肯
定，社区工作者自己要热爱忠诚社
区工作。否则，社区工作就难以得
到广大居民的支持和肯定。

正 因 为 “ 睿 邻 食 光 ” 彰 显
“民心是杆秤”，因此，才使得
“睿邻食光”不仅成为吃饭的地
方，更成为社区治理的“会客
厅”——提案入选的居民将加入
食堂监督委员会，参与后续运
营；命名活动采用的“公众号投
票+线下议事会”双轨机制，将
应用于健身广场、活动中心等更
多公共空间治理。“睿邻食光”也
激发居民从“被动接受”社区工
作，到转变为“主动参与”社区
工作——有人在评论区建议设置

“银发志愿者岗”，有人为菜单搭
配提出专业意见，还有年轻人绘
制了食堂卡通 logo……种种举动
显示，“社区治理”不再是口号，
而成为广大居民实实在在的行动。

（欢迎投稿，来稿请发民生邮
箱1871684667@qq.com）

“睿邻食光”彰显“民心是杆秤”

在宁波,看见文明中国

近日，在北仑梅山岛盐碱地上试种成功的首批“小
金瓜”正式上市。尽管售价高达60元/公斤，可这批“金
疙瘩”还是被市区顾客抢订一空。

位于梅山街道的宁波市辉腾农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种植基地负责人陈辉是一名“90 后”新农人，他种的

“小金瓜”甜而不腻、口感酥脆，兼具清香与爽脆，市场
反响远超预期。陈辉介绍，许多顾客迫不及待地专程来
岛上订购，甚至还有人想现场购买。

梅山“小金瓜”以其金灿灿的颜色著称。据北仑区
农业技术推广中心相关负责人介绍，从去年开始，这款
甜瓜就陆续在北仑各区域试种，梅山岛是北仑甜瓜的主
产区，独特的盐碱地环境非常适合高品质甜瓜的种植。

陈辉表示，明年他计划扩大种植规模，让更多市民
尝到这份“梅山味道”。

◀图为基地种植人员正在采摘甜瓜。
（孙肖 葛芙蓉 沈琼云 文/摄）

“春天早晚温差大，容易产生露水，这
个时候摘蓝莓，果子比较湿，影响果粉含
量……”昨天上午，森田蓝莓采摘园的负责
人丁肇宁拿着手机，正在蓝莓基地做直播。

森田蓝莓采摘园位于江北区慈城镇洪陈
村，占地 26 亩。记者一走进大棚，蓝莓的
清香就裹着温热的风扑面而来，放眼望去，
一盆盆蓝莓茁壮挺拔，成串的蓝黑色小果缀
满枝头。

森 田 蓝 莓 采 摘 园 种 植 的 蓝 莓 品 种 以
L25、优瑞卡等优质品种为主。其中 L25 是

近 年 最 新 的 杂
交品种，成熟期
早 、 果 实 个 头
大、口感脆嫩多汁，
更令人惊喜的是，它在
口中咀嚼时会散发出淡淡的花香，故被誉为

“花香蓝莓”。丁肇宁介绍，随着天气转热，
蓝莓进入旺产期，采摘可以持续到 5月中下
旬。

◥图为基地工作人员正在采摘蓝莓。
（陈结生 方舟 范文颖 文/摄）

“花香蓝莓”：
咬一口满嘴芬芳

梅山“小金瓜”：
盐碱地上长出的“金疙瘩”

记 者 沈孙晖
通讯员 孙珂沁 周 芳

“20 年 后 ， 我 想 当 一 名 演
员！”近日，镇海区崇正书院 601
班学生王晨当着全班同学的面，
不好意思地说出了自己的梦想。
他以为会引来哄堂大笑，没想到
同学们盯着其身后的电子屏幕，
发出了“哇”的惊呼声。王晨转
身看到了 20 年后成为“演员”的
自己，不禁惊呆了——时髦的发
型，帅气的五官，嘴角露出一抹
迷人的浅笑⋯⋯

这是发生在该校 601 班语文
课上的一幕。在连续两节语文课
上 ， 班 上 学 生 都 看 到 了 20 年 后

“想成为的自己”！
而 用 AI 帮 孩 子“ 梦 想 成 真 ”

的，正是他们的语文老师施珊珊。
“我们学校是浙江省人工智能教育
应用试点学校。平时老师也在尝试
将 AI 技术应用于教学，比如在语
文课上，通过阅读和 AI 等信息技
术相关联，在学习古诗时，可以让
李白和杜甫‘穿越’时空，与学生

‘对话’。”施珊珊告诉记者，用 AI
技术让学生看到 20 年后“想成为
的自己”，还是该校首次尝试。

为何施珊珊要选择这个跨越
时空的主题？“六年级的学生下半
年就要上初中了，这是他们人生
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平时，学生
听到更多的是‘好好复习，与初
中更好地衔接’，但他们心中会有
这样的疑问：‘我为什么要这么
做’⋯⋯”所以，施珊珊选择了

“20 年 后 我 想 成 为 谁 ” 这 个 主
题，旨在给予学生一种志向教育。

“我希望每名学生都能扎根于
梦想的土壤，朝着他想要的方向

努 力 成 长 ， 而 不 是 被 动 ‘ 生
长’。”她道出了设计这堂语文课
的初衷。于是，通过把口语交际
课和“我的心愿”主题作文课结
合 在 一 起 ， 施 珊 珊 实 施 了 这 个

“造梦计划”。
施珊珊说，正式上课时，学生

都经历了一次“开盲盒”——每个
人先上台，向大家介绍 20 年后“想
成为的自己”。同时，背后的电子屏
幕上会相继出现目前的他（她）和
20 年后“梦想成真”的他（她）。等
学生讲完转身看到屏幕，迎接他们
的是打开“盲盒”的惊喜。

于是，施珊珊在每个学生的
侃侃而谈中，看到了他们心中的
那团“火焰”——“我特别羡慕
像爱德华·詹纳那样帮助人类战
胜天花的医生，20 年后，我想成
为一名流行病学专家，消灭所有
的流行病！”这是学生刘云硕的远
大志向；“我想成为一名像鲁迅先
生那样的作家，如果我以后梦想
成真，我会回来看你们的！”这是
学生王心阳的幽默表达⋯⋯

最让施珊珊感动的是，班上
3 名成绩一般的同学课间主动找
到她，倾诉了自己的梦想。

“一名想当美食主播，另一名
想当游戏主播，还有一名想成为
服装设计师。我觉得他们的梦想
都很纯朴。”于是，施珊珊利用课
间时间制作好图片，在下一节课
上让他们看到了“梦想成真”的
那一刻。

在施珊珊看来，学科成绩只
是定义学生的一个选项，不能定
义全部，“只要孩子们朝着自己希
望的方向努力发展，在某个领域
尽力做到极致，他们就是老师心
目中最骄傲的学生”。

“20年后我想成为谁”

老师用AI帮班上孩子“梦想成真”

“梁王组合”与小学生打球。 （沈莉萍 摄）

气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