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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象
本报讯（记者孙肖） 昨天

是立夏节气，13 时 57 分正式
迎来“春意阑珊夏初长”的时
节。

然而，假期的最后一天，雨
水却抢足了风头。上午的雨势
给返程的市民添了不少麻烦。
好在午后雨水渐歇，阳光“接
班”，天气舞台的晴雨切换令人
猝不及防。

市气象台专家表示，昨天
夜里雨渐止，今天起我们将迎
来两天多云的好天气，太阳准
时“上岗”。

立夏时节，夏季风增强，
暖湿气流北上，南方进入多雨
期。昨天的宁波，正是立夏天
气的典型写照——雨水从婉约
转为豪迈，全市普遍出现中到
大雨。

市气象台数据显示，前天 20
时至昨天 12 时，全市平均雨量 26
毫米，其中江北、镇海、鄞州、北仑
雨量超过 30 毫米，镇海站达 39 毫
米。“宁波各地已进入汛期，强降
水增多，需防范强对流天气。”市
气象台相关专家提醒。

尽管雨水“霸屏”，气温却较
为舒适。昨天全市最高气温出现
在宁海站，为 25.5℃。不过，立
夏并不等于入夏。“气象学上，入
夏需连续 5 天平均气温稳定高于
22℃。宁波常年入夏时间在 5 月

20日。”市气象台专家解释。
随着雨水退场，节后天气将

明显好转。据市气象台预报，5
月 6 日 至 7 日 我 市 以 多 云 为 主 ，
气温回升，最高气温可达 25℃～
29℃。不过，8 日至 10 日仍有阵
雨过程，沿海海面及沿海地区今
夜到明晨需防范大雾。

由于近期温差较大，天气渐
热，市气象台专家建议市民注意
饮食卫生，防范暑湿；农户则需
抓 住 晴 好 天 气 ， 抢 收 小 麦 、 油
菜，并防治高湿病害。

立夏后雨水渐歇，迎着太阳去上班
“我们离开家乡打工，是为了给家

里人更好的生活，但其实最对不住的也
是家里人。”20多年来，朱瑞申夫妇没有
一天不为没把儿子带在身边而愧疚。

彼时政策尚未完善，没有宁波户
口的孩子只能在宁波借读中小学，高
考仍需回到原籍。担心教材差异会影
响成绩，夫妻俩忍痛在儿子上完幼儿
园后将他送回山东老家。

“只有过年和暑假的时候，我们才
会见面。”提起儿子的童年，朱希兰眼
中隐有泪光。

这 20 年来，朱瑞申夫妻是港口发
展的亲历者，更是集卡司机福利保障
日渐完善的见证人。

截至目前，在宁波港口作业的集
卡司机已近 3 万人次。物流工业社区
党群服务中心的墙上，印有一整面“集
卡司机全周期服务体系”的介绍。入职
接纳、交友联谊、家庭生育、子女入学、

居住安家⋯⋯现在，宁波对集卡司机群
体的工作生活帮扶措施已形成完整体
系。

朱瑞申偶尔也会念叨几句，要是儿子
晚生几年，或许就不用送回老家读书了。

当年卡在政策里的遗憾，如今被春风
吹开了缝——今年 6 月，朱瑞申的儿子朱
加辉即将硕士研究生毕业，而他的就业意
向城市，便是山东青岛和浙江宁波。

“我还是挺想来宁波就业的，我也想
亲身了解他们留下的原因。”朱加辉笑着
说，“如果在宁波，那天天都能吃到‘妈妈
的味道’了”。

“虽然我更想儿子能来宁波工作，但
还是尊重他和他女朋友的想法。不管他
们 选 择 在 哪 里 工 作 ，我 们 都 会 支 持 他
们。”朱希兰说。

一袋“卡嫂煎饼”，装进 20 年集卡家
庭的岁月——初尝或觉粗粝，细品方知
绵长。

朱希兰朱希兰 （（左左）） 正在制作面食正在制作面食。。 （（通讯员供图通讯员供图））

记 者 王 佳
通讯员 高曙明 王 莹

立夏，二十四节气中的第
七个节气。《月令七十二候集
解》 中云：“立，建始也”，并
曰：“立夏，四月节。立字解见
春。夏，假也，物至此时皆假
大也。”世间万物到立夏这个时
候都会长大。

在宁波地方志中，这一节
气被赋予鲜明的地域特色。

立夏节，旧时为宁波一年四
大节之一，标志着“农事转忙（更
利作物生长）、天时转热（东南风
渐盛，气候湿润多雨）”。因此，有
农谚说“春插时，夏插刻”“春争
日，夏争时”。

此时宁波平原早稻插秧基
本完成，沿海渔民开始张网捕

“立夏虾”。
旧时宁波府城内外，立夏既

是农事节点，更沉淀为融合自然
崇拜与生活美学的民俗体系。

据嘉靖 《宁波府志》 卷四
“分野 形胜 风俗”附“岁时
节物”记载，“五县 （鄞、慈
溪、奉化、定海、象山） ”立
夏习俗“皆同”，其中立夏“炊
五色米为立夏饭”。

民国 《鄞县通志》 亦载立
夏“以赤小豆和米煮立夏饭”。

“五色米饭”据说是粳米与赤
豆、黄豆、黑豆、青豆、绿豆
等合煮成之。现在演变成倭豆

（即蚕豆） 糯米饭。

当 时 吃 的 目 的 是 增 加 营
养。立夏有称 （同“秤”，下
同） 人 的 习 俗 ， 这 正 是 古 人
提 倡 强 身 的 寓 意 。 据 《时 事
公 报》 载 ， 宁 波 立 夏 节 举 行
称 人 活 动 ， 1400 余 人 参 加 ，
分 为 过 重 、 过 轻 、 合 格 。 对
于 家 长 来 说 ， 称 人 是 对 谁 家
孩 子 养 得 壮 的 评 判 。 有 的 还
举办体格比赛。

清顾禄 《清嘉录》 载，“家
户以大秤权人轻重，至立秋日
又称之，以验夏中之肥瘠。”古
时尚未有今日之体重秤，需要
在横梁上挂一杆大秤，大人双
手 拉 住 秤 钩 、 两 足 悬 空 称 体
重；孩童则坐在箩筐内称体重。

立夏吃蛋，也是这一节气
重 要 的 习 俗 。 俗 谚 “ 立 夏 吃
蛋，石头都踩烂”，是说立夏时
吃 蛋 可 以 增 强 体 质 、 预 防 疰
夏。胸前挂上蛋的孩子还会三
三两两围在一起玩“斗蛋”，破
者输，存者为“蛋王”。

这一天，宁波习俗还要吃
“脚骨笋”。光绪 《鄞县志》 卷
二 “ 岁 时 ” 载 ： 用 樱 笋 荐 先
祖，笋截三四寸许，或谓之脚
骨 笋 。 据 说 ， 吃 了 能 “ 脚 骨
健 ”。 再 就 是 吃 软 菜 （君 踏
菜），据说吃了后夏天不会生痱
子，皮肤会像软菜一样光滑。

立夏食俗，寄托了人们的
美好心愿。春夏之交，人们惜

春饯春，迎夏尝新，用新鲜的
时令蔬菜水果满足口腹之欲。
同时，又为即将到来的炎热夏
季做准备，“以形补形”，养精
蓄 锐 ， 希 望 可 以 平 安 度 过 炎
夏。

如今，这些承载农耕智慧
的习俗，正被赋予新的时代内
涵：“立夏饭”、乌饭麻糍登上
电商平台；部分社区尝试用电
子 秤 和 健 康 咨 询 ， 重 新 诠 释

“防疰夏”习俗；“斗蛋”游戏
通过短视频传播，成为年轻人
体验非遗的新方式。“传统通过
创造性转化焕发生机，这正是
节气智慧的当代生命力。”市方
志办研究人员说。

光绪《鄞县志》立夏食“脚骨笋”的记载。
（市方志办提供）

雍正 《慈溪县志》“炊五色米
为立夏饭”的记载。

立夏时节，人们习惯以吃立
夏蛋、斗蛋、绘蛋等传统习俗，
祈愿健康平安。可你是否想过，
那些看似普通的蛋壳，与千年大
漆工艺碰撞，能绽放出怎样惊艳
的艺术之花？

5 月 5 日立夏当天，宁波美
术馆给出了答案。一场“蛋彩流
光 漆映立夏——非遗手作蛋壳
漆画体验”活动在此精彩上演，
20名不同年龄段的参与者，在非
遗魅力中，开启了一场别开生面
的艺术之旅。

此次活动是宁波美术馆2025
年新增设的“美术馆的四季”系
列公教体验项目之一。

而将蛋壳与大漆结合的漆画
技法，更是在传统漆艺基础上发
展出的创新形式。大漆以其耐久
性和光泽感著称，但天然大漆难
以直接调配出高纯度的白色，而
蛋壳的天然白色恰好弥补了这一
缺陷，成为漆画中表现白色的重
要材料。

随后，主办方为参与者准备
了煮熟的鸭蛋壳，以及用铅笔勾
勒过图案并上过大漆的正方形黑
色漆板。此次蛋壳漆画作品主题
丰富，以鹿为主，还有烟花、兰
草等。

在老师的指导下，成人与青
少年纷纷动手创作。经过近两个
小时的精心制作，一幅幅精美的
蛋壳漆画作品逐渐成形，参与者
们不仅收获了艺术成果，更在实
践中感受传统艺术的独特魅力，
汲取初夏的宁静与美好。

（周晓思 文/摄）

宁波地方志里的立夏

古韵新风中 岁时密码现

原来蛋壳
还能这么玩

见习记者 林昱辰 通讯员 史楚钊 牛振虎

“这是新鲜出炉的煎饼，山东口味，送给你吃的，不要钱。”
仅仅一句话，就让眼前的集卡司机，从最初的茫然与防

备，变成闻到家乡味道后的喜悦和激动。
这个“五一”假期，朱瑞申带着“卡嫂”们现做的山东煎饼，

和红蚂蚁志愿服务队的伙伴们沿着北仑区物流工业社区的马
路，敲响一扇又一扇集卡车窗，为司机们送去“免费午餐”。

“在外打拼，能尝到一口家乡的味道，心里就会安稳，我
就是这么过来的。”朱瑞申脸上，汗水止不住地冒出来，但他
仍在集卡车队伍间穿行。几十份煎饼，在朱瑞申不遗余力

“吆喝”下，终于送完。
“我们习惯叫他‘朱大哥’。”一名刚啃完煎饼的司机说，

“他递煎饼的架势，跟俺老家亲哥一个样”。

宁波舟山港的海风，见证了朱瑞申
夫妻俩 23 年的岁月——2002 年，他们
从山东老家来到大榭从事货物运输行
业；2004 年，朱瑞申来到霞浦，转业成了
一名集卡司机。

朱瑞申刚开始当集卡司机的时候，
妻子朱希兰充当“跟车员”和“后勤员”：
收拾行李，烙一大袋煎饼，两个人就一
同出发。

回忆起当时跟车的经历，朱希兰心
有余悸——

“那时候没有手机导航，开错路是
‘家常便饭’。”

“我当时跟车坐在副驾驶位，我得
帮他关注视野盲区，紧张的时候脚会止
不住地用力踩，我的脚就是从那时候起
变肿的。”

“晚上更累，我们舍不得住宾馆，夜
里把车停在陌生的山脚下休息。他裹着
棉大衣盯上半夜，我攥着手电筒守下半

夜，连车灯都不敢全熄。”
集卡车在苏皖赣粤浙的道路上奔

走，5 平方米左右的驾驶室，见证了朱
瑞申两口子 4000 多个日夜。

2013 年起，朱瑞申改跑省内运输，
加上智能手机、导航系统的普及，朱希
兰不再需要跟车了。可每次老公出车
前，她照旧 3 点起来和面做煎饼。朱瑞
申说，要是没这口脆劲儿，他握着方向
盘时心里会空落落的。

握了 20 年方向盘，朱瑞申已经跑
了 350 万公里。不过，驾驶室里最醒目
的不是里程表，而是零事故、零违章、零
投诉的安全记录。

“ 我 们 跑 集 卡 ，最 重 要 的 就 是 安
全。”朱瑞申的副驾驶座上总放着朱希
兰烙的煎饼。没人跟车时，“卡嫂煎饼”
就成了他的“安全监督员”——“看见
它，就想起家里灶台上冒的热气，我得

‘全须全尾’地回去。”

一袋煎饼的温度A

煎饼外的牵挂B
提起朱瑞申，许多人对他的印象是

“爱操心”“热心肠”。
“台风天的时候，朱大哥会爬到车

上帮我们盖篷布，我们总觉得篷布盖住
车身就好了，他还会帮我们把篷布系起
来，特别热心肠。”

“出车的时候，他会叮嘱安全事项，
还会嘱托我们要带好饭菜备好茶水饮
料，有的时候还会给我们送一袋煎饼。”

久而久之，物流工业社区的集卡司
机圈内流传这样一句话：有事找老朱。

“我们都是这么过来的，所以我总
想着能帮一点是一点。”不过朱瑞申总
觉得，光靠他个人的力量，对集卡司机
群体的帮助十分有限，他总是盘算着怎
么才能帮到更多人。

2013 年，物流工业社区挂牌成立
“司 机 之 家 ”， 朱 瑞 申 像 是 找 到 “ 盟
友”般，热情地参与社区服务和社区
治理。

从空中视角俯瞰港区，一辆辆集卡
车就像勤劳的红蚂蚁。2015 年 5 月，首
批 12 名司机穿上“红蚂蚁”马甲，志愿
服务队从此有了名字，朱瑞申被推选为
队长。

司机困了累了找不到歇脚的地方，
浑身是汗时寻不到冲凉的浴室，想放松
时没有能聊天打球的活动室⋯⋯揣着
这些具体问题，朱瑞申跑遍社区办公

室，和工作人员反复商量，“司机之家”
也在 2021 年和 2023 年分别做了功能升
级。“自己淋过雨，所以也要给别人撑
伞。”朱瑞申经常这样念叨。

炎炎酷暑，他们搬出成箱的棒冰和
冰水；寒冬腊月，他们在路口守着保温
桶发早餐；逢年过节，他们带着现烙的
煎饼挨个敲响集卡车窗⋯⋯

这些志愿服务里，“卡嫂”们的身影
从未缺席。盛夏早上六七点，朱希兰和
姐妹们在“卡嫂互助群”里核对物资清
单；腊月天微微亮，她们已把现烙的煎
饼放进泡沫箱，再裹上棉被，整整齐齐
摞在三轮车上。

2015 年 ，社 区 牵 线 园 区 内 5 家 企
业，将简单的手工活引进“卡嫂就业服
务站”——穿珠链、缝玩具、组装小零
件。

2021 年，就业服务站升级成为“卡
嫂共富工坊”，零工基地直接入驻“司机
之家”。

在这里，“卡嫂”们可以学习技能、
做零工补贴家用，等孩子上学稳定后，
她们也可以通过社区对接园区周围的
工厂入职就业。目前，已有 67 名“卡嫂”
在这里解决就业问题。

“最盼着做完志愿服务，大伙儿凑
在一起烙煎饼。”这些卡哥卡嫂，已然在
宁波这个第二故乡，成为“一家人”。

车轮上的乡愁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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