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金奖之后，梦想仍在沸腾

NINGBO DAILY3 民生 2025年5月7日 星期三
责任编辑/金晓东

作为听障群体的一员，周斐
尔 深 知 残 障 人 士 创 业 就 业 的 艰
辛。2022 年 3 月，她凭借 《云之
南·筑梦咖啡——助残振乡村咖
啡合作社》 项目，获得学院“红
色逐梦之旅”创新创业大赛优秀
奖，又在同年 6 月获第八届浙江
省国际“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
业大赛校赛二等奖。

怀揣着帮助更多残障人士的
梦想，周斐尔利用课余时间，与 3
名学长共同创立了“无声筑梦”
烘焙坊。

这个由奖学金资助起步的创
业项目，很快赢得市场认可，先
后为浙江省残疾人联合会、钱江
康复论坛等重大活动提供专业甜
品服务，也成了浙江特殊教育职
业学院的实践实习基地。

2023 年 6 月，周斐尔来到宁波
实习，担任宁波开放大
学咖啡培训师和某特

殊教育学校的外聘咖啡教师。两个
月里，她为听障人士和居民举办 20
余场咖啡培训活动。她还带领 4 名
听障学员参加宁波市技能大赛咖
啡制作技能竞赛，4 人均通过考核
并拿到咖啡师高级证书。

去年，大学毕业的周斐尔来到
浙江东方职业技术学院，成了一
名教授咖啡制作的老师，还开设
了手语选修课。

“ 我 的 梦 想 是 成 为 残 疾 人 创
业、就业道路上的‘指明灯’。”
周斐尔说，当天沁社区网格员邀
请她加入以助残为主的“沁心共
富工坊”时，她欣然答应。

如今，她的故事还在继续——
在每一杯精心冲泡的咖啡里，在
每 一 名 学 员 自 信 的 笑 容 里 ， 在

“无声筑梦”烘焙坊飘散的甜香
里⋯⋯

正如她常说的那句话：“咖啡
豆需要经历高温与压力，才能释
放最迷人的风味；而人生，亦因
磨砺而更加醇厚。”

周 斐 尔 正 在
练习裱花。
（受访者供图）

张军停

5月5日立夏当天，一场“蛋彩
流光 漆映立夏——非遗手作蛋
壳漆画体验”活动在宁波美术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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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6
日 《宁波日报》）。

在 立 夏 时 节 用 蛋 壳 进 行 创
作，是对传统习俗的创新演绎。
将这份美好的期许融入艺术作
品，让古老的节气文化以新的形
式焕发生机。在绘蛋过程中加深
对传统节气的认识和体验，而蛋
壳漆画则在更深入的层面上，把
立夏文化与传统漆艺相结合，使
文化传承不再是简单的知识传
递，而是亲身的实践感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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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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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围 坐 在 桌 旁 ， 一 同 投 身 于

蛋壳镶嵌漆画的创作过程，每
一次上色、每一笔勾勒，都不
只是技巧的学习与磨炼，更是
在 共 同 完 成 一 件 作 品 的 过 程
中 ， 深 化 彼 此 之 间 的 情 感 联
结 。 孩 子 的 好 奇 心 得 到 满 足 ，
成年人的压力得以释放，这份
温馨的互动，无疑加深了家庭
的凝聚力，也让传统文化在潜
移默化中得到了传承。

这样的活动可以吸引不同年
龄段的人参与，促进相互之间的
交流与互动。家长和孩子一起参
与，不仅能增进亲子关系，还能
让传统文化在家庭中得到传承。
让更多人关注传统节气文化和传
统漆艺，推动传统文化在现代社
会中的传播和发展。

立夏手作蛋壳漆画体验是将
传统节气文化、艺术创作和教育
意义完美融合的活动。它让人们
在享受创作乐趣的同时，也加深
了对传统文化的理解和热爱，为
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创新注入了新
的活力。

（欢迎投稿，来稿请发民生邮
箱1871684667@qq.com）

传统与创意的交融美

记 者 李睿清
通讯员 任 社

5 月 5 日晚，宁波文化广场大
剧院内光影流转，由宁波亲家园
与 甬 派 联 合 打 造 的 “ 艺 启 奔 甬
GO” 首 场 演 出 —— 交 响 乐 剧

《罗密欧与朱丽叶》 在此震撼上
演。50 名青年人才手持亲家园专
属门票，享受了一场戏剧与交响
乐的精彩碰撞。

舞台上，王耀庆以“一人千
面”的神级演技演绎 15 个角色，
配合宁波交响乐团奏响的 《罗密
欧与朱丽叶》 组曲，将莎翁笔下
的爱情悲剧与命运抗争演绎得荡
气回肠。

舞台之外，亲家园暖心服务
站成另一道温暖风景。“原以为只
是来看演出，没想到现场还能直
接咨询人才补贴和租房政策，工
作人员还推荐了亲家园后续的福
利活动，对我们这些新宁波人特
别友好。”去年刚毕业的小杨领到
人才政策手册和精美礼品，直言

“意外又贴心”。服务站为青年人

才提供人才政策咨询、亲家园活
动宣传以及暖心服务推介等，让
青 年 人 才 在 感 受 艺 术 魅 力 的 同
时，触摸城市温度。

本次活动还吸引了来自清华
大学、北京大学、浙江大学、复
旦大学等高校宁波校友会的青年
代表前来观演。“这是我第一次
来 听 交 响 乐 剧 ， 感 到 新 奇 的 同
时，也让我倍感温暖！”北京大
学 宁 波 校 友 会 成 员 钱 同 成 说 ，
来 宁 波 拼 搏 的 两 年 时 光 里 ， 领
到 过 不 少 宁 波 为 人 才 准 备 的 福
利 ，“ 从 工 作 生 活 到 文 体 娱 乐 ，
方方面面都能感受到这座城市对
人才的关怀”。

随着演出落幕，“艺启奔甬
GO” 的 文 艺 之 旅 才 刚 刚 开 始 。
据悉，亲家园后续将为青年人才
推出更多文艺演出观演席位，并
开展高雅艺术进校园等活动。此
外 ， 亲 家 园 进 校 园 主 题 分 享 活
动、“奔甬青年 GO”大学生名企
探访活动也将陆续开展，为青年
解读人才政策、助力职业发展，
推动青年与城市共成长。

本报讯 （记者王嘉彬 通讯
员蒋钦卿 张家其） 昨天，记者
从宁波机场了解到，“五一”假
期，宁波机场共运送旅客 24.6 万
人次，同比增长 14.1%；保障航
班 起 降 1640 架 次 ， 日 均 328 架
次，同比增长 6.4%。据悉，旅客
吞吐量和航班架次均创历年“五
一”新高。总体来看，“五一”期
间客流呈现节前节尾“两头高”
的趋势，4 月 30 日、5 月 1 日、5
月 5 日 单 日 客 流 均 突 破 5.1 万 人
次。

国内方面，“五一”期间客
流 主 要 集 中 在 广 州 、 贵 阳 、 长
沙、大兴、深圳、青岛、重庆、
昆明、成都、武汉等热门旅游城
市。

另外，国际及地区方面，记
者从宁波机场边检站了解到，整
个“五一”假期，机场边检站查

验出入境人员近 1.7 万人次，同比
增 长 18% ， 其 中 入 境 近 8500 人
次，出境近 8200 人次。

随着 240 小时过境免签、单
方面免签等一系列便利外国人来
华措施优化升级，“五一”假期宁
波机场边检站共查验外籍出入境
人员近 1000 人次，同比增长 94%。

入境游客主要来自日本、韩
国、印度、泰国等国家；从出境
流向看，“短途跨境游”热度不
减，香港、澳门、日本、东南亚
等国家和地区成为热门旅游目的
地。

近期，全国各地雷雨、对流天
气频繁出现，乘机前请务必关注出
发地和目的地的天气情况，以免影
响行程。具体航班时刻和更多航空
市场促销优惠信息，旅客可通过宁
波机场官网、服务热线等方式查
询。

宁波机场“五一”假期
运送旅客24.6万人次

来看演出的青年人才。 （李睿清 摄）

记 者 陈章升
奉化区委报道组 景士杰
通讯员 王郑婧

近日，家住奉化区裘村镇马头村
的老人陈惠娟收到一份特殊的礼物：
一盒萝卜团、一袋茶叶蛋、一些时令
水果。上门送礼的是该村新时代文明
实践站志愿者李亚浓。

“阿婆，这些萝卜团刚出锅，茶叶
蛋 是 上 午 煮 的 。您 尝 尝 ，味 道 怎 么
样？”在陈惠娟家的厨房里，李亚浓打
开盒子，用筷子将其中一个萝卜团夹
至小碗后递给陈惠娟。

吃着萝卜团，陈惠娟感觉心里暖
暖的。她点赞道：“萝卜团的皮软糯糯，
馅料鲜咸可口，是老底子的味道。”

当天，像陈惠娟这样收到志愿者
礼物的马头村老人有 60 多名。为了让
他们在“五一”假期里体验一回“舌尖
上的宁波”，当地“红马甲”从前一天
便忙碌起来。

“听说我们要在立夏前为老人做
萝卜团，还要煮茶叶蛋，镇‘巷遇马
头’自由职业者创新实践基地的企业
家不仅提供活动场地，还捐助了资
金。”李亚浓告诉记者。

参加当天“送温暖”活动的马头
村志愿者有 10 多名。一大早，他们“兵
分三路”，有的前往菜市场采购食材，

有的将前一天买来的米泡好、磨粉，
还有的准备活动所需器具。

上午 9 点，志愿者开始制作萝卜
团。现场，他们将糯米粉、粳米粉按一
定比例倒入盆中，加水、揉捏，制成一
个个粉团。然后，把萝卜刨丝后蒸熟
去水，与蛋丝、葱蒜、肉丝等食材放在
锅里翻炒，备好做萝卜团的馅料。

“萝卜团是奉化、象山等地的特
色小吃，油而不腻，鲜咸味美。在马头
村，大家每逢重要节日都会聚在一起
做萝卜团。”志愿者邱巧红说，参加当
天活动的有村里的“巧厨娘”，还有一
些乡村大厨。

做好的萝卜团被依次放入蒸笼，
隔水蒸 10 分钟便可出笼。“咬上一小
口，热乎乎的汤汁瞬间涌出，馅料带着
萝卜香和猪油香。”品尝邱巧红制作的
萝卜团后，李亚浓竖起大拇指点赞。

萝卜团出笼后，志愿者将它们放
入事先准备好的盒子。为了让老人及
时吃上这款特色小吃，他们骑上车分
头送货。车上除了萝卜团，还有热乎
乎的茶叶蛋和新鲜水果。

马头村是一座千年古村。目前，
村民中老年人占了半数以上。

“立夏前，我们向老年人送上心
意满满的节日礼物，就是想让他们感
受到社会大家庭的温暖。”村干部周
芝娟说。

老人的节日礼，暖胃又暖心

志愿者在做萝卜团。 （陈章升 王郑婧 摄）

从听障少女到金牌导师
——宁波“00后”女生的“开挂”人生

记者 王佳辉 通讯员 方 舟 杨易超

近日，江北区庄桥街道助联体服务站内飘散着浓郁的咖啡
香。天沁社区居民周斐尔手持细口壶，为学员演示手冲咖啡的要
领。

“水温控制在92℃左右最理想。”她专注地观察着温度计，
边讲解道，“温度过高会萃取出过多苦涩物质，过低则无法充分
提取咖啡的芳香成分。”

这场由庄桥街道组织的手冲咖啡培训活动，专门面向辖区残
疾人及其家庭开展。与以往不同的是，这次站在讲台上的周斐尔
也是一名残疾人。

“每粒咖啡豆都蕴含着独特的风味，就像我们每个人都有自
己的闪光点。”周斐尔一边调整滤杯角度，一边分享着自己的感
悟，专业表现和乐观态度深深感染了在场的每个人。

无声世界，研磨醇香人生

2003 年，周斐尔出生在江北
区庄桥街道的一个普通家庭。3
岁时，命运给她开了一个残酷的
玩笑——她被确诊为大前庭导水
管综合征，经专业医疗机构鉴定
为双耳极重度听力残疾。面对晴天
霹雳，父母带着年幼的她辗转求
医，但治疗效果始终不尽如人意。

2012 年，在宁波市某基金会
的爱心资助下，9 岁的周斐尔终于
迎来了人生转机：她成功接受了
左侧人工耳蜗植入手术，开启了
聆听世界的全新人生篇章。

尽 管 只 有 单 侧 能 听 到 声 音 ，
但是周斐尔父母坚持让她在普通
学校接受教育。从宁波市泗洲路

小学到宁波市江北中学 （现上海
交大教育集团宁波实验学校），她
顺利完成了九年制义务教育，并
在 2018 年考入宁波市甬江职业高
级 中 学 （以 下 简 称 “ 甬 江 职
高”） 学习中西烹饪。

学习中，周斐尔展现了惊人
的专注力和毅力，成绩始终名列
前茅。在专业课老师陈方玲的指
导下，她连续两年参加宁波市中
等职业学校技能大赛，并在第二
年斩获烘焙领域个人赛金奖，成
为该校首名获此荣誉的学生。

“陈老师对我的影响很大，这
个金奖是我送给她的毕业礼物。”
周斐尔说。

2021 年，站在人生的十字路
口，周斐尔面临着人生的重要抉
择：继续在普通高校深造或是选
择特殊教育院校就读。

在甬江职高的 3 年学习，让
周斐尔有了新的梦想：成为一名
特殊教育教师，为残障人士传授
专业技能。同年，她以专业第一
的优异成绩，考入浙江特殊教育
职业学院中西面点专业。

初入校园，品学兼优的周斐
尔被推选为班长。然而，这个身
份为她带来了意想不到的挑战。

“我们班大部分同学都是听障人
士，他们主要通过手语交流。”

面对沟通障碍，周斐尔一边
刻苦学习手语，一边在闲暇时开

设口语培训班，耐心辅导同学练
习发音。短短三个月后，她已能
熟 练 运 用 手 语 和 口 语 进 行 “ 双
语”交流，成为连接听障同学与
外界的“桥梁”。

在 校 期 间 ， 周 斐 尔 在 各 类
竞 赛 中 表 现 优 异 ， 获得 30 余项
荣誉——

2022 年 9 月，她在全国残疾
人岗位精英职业技能竞赛浙江省
选拔赛调饮师项目中荣获季军；

2022 年 11 月，她获得第七届
全国残疾人职业技能竞赛浙江省
选拔赛咖啡冲调项目亚军；

2023年 6月，她在第七届全国
残疾人职业技能大赛中取得咖啡冲
调项目全国第五名的优异成绩⋯⋯

以咖啡为桥，助残共富

当戏剧遇见交响乐
亲家园以艺术之名点亮青年之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