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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纯银

在高新区新明街道滨江社
区，有这样一位令人钦佩的老
人——20 年来，她用手中的针
线，为邻里缝织出一片温暖天
地，以无私的奉献精神，书写着
温暖相伴的邻里情 （5 月 16 日

《宁波日报》 民生版）。
据悉，这位令人钦佩的老人叫

陈荷娣，年轻时曾在服装厂当缝纫
工，练就了一身好手艺。退休后，
她利用自己的手艺，为大家提供免
费缝补的服务。20年来，她穿针引
线，不仅修补着衣物的破绽，更编
织着邻里温情。

20 年，说长不长，说短不
短。在此期间“陈阿姐”的生活
或许也有波折，但她的志愿服务
从未间断。她的坚持，让社区里

那些旧衣物有了新生命，更让邻里
之间的关系紧密相连。

城市，让生活更美好。在社会
生活节奏日益加快的当下，“陈阿
姐”的“零元缝补铺”，更像冬日
里的暖阳，照亮了社区的角落。更
令人高兴的是，如今，在她的感召
下，社区还有几名会缝纫手艺的居
民也加入这项志愿服务活动，与她
一起为邻里提供免费缝补服务，共
同托起这份温暖邻里的爱心。“陈
阿姐”用小小的善举告诉我们，邻
里之间的关爱从未走远。真心希望
有更多人像“陈阿姐”一样，发挥
自己的特长，为身边人带来便利，
让社区这个大家庭充满爱与温暖，
让这种“零元缝补”的精神，在更
多地方开花结果。

（欢迎投稿，来稿请发民生邮
箱1871684667@qq.com）

“零元缝补铺”照亮社区角落本报讯（记者沈天舟 通讯员
张昊桦 鹿文涵） 近日，浙江省气
候中心向海曙区“浙贝母”授予

“气候品质评价”优级标牌，这也
是全省首张中药材“气候品质评
价”优级标牌，标志着传统道地药
材生产迈入气象科技精准赋能的新
阶段。

最新检测数据显示，海曙区章
水镇“浙贝母”核心产区 2025 年
产季的贝母中，贝母素甲、乙总含
量高达 0.122%，较基准年提升了
33%。贝母品质显著提升的背后，
离不开气象科技的支撑，海曙区

“气象为农”服务团队历时三年攻
关，创新构建了“贝母全生育期气
象服务模型”。在去年栽种期，通
过区气象局精准预报窗口期，海曙
区“浙贝母”抢晴播种完成率达到
100%，苗期病害发生率同比下降
47 个百分点，气象科技保障成效
显著。

记者在海曙区贝母产业协会会
长邵将炜的手机上看到，海曙区气
象局的数字员工“天机机器人”已
进驻全区众多贝母种植户所在的微

信群，它能够实现未来 10 日气象
信息的滚动预报与农事指示信息的
精准推送。同时，该区气象局还建
立了由 1 名专家和 4 名专员组成的

服务专班，对种植户开展技术指
导，构建了灾前 72 小时预警、灾
中应急会商、灾后补救指导的全流
程服务体系。

“此次气候品质评价，将进一
步提升海曙‘浙贝母’的品牌效应
和市场竞争力，实现气象科技助力
农户增产增收。”邵将炜表示，最
新一批贴有“气候优等生”标识的
浙贝母产品将成为市场上的亮点，
有力提升章水“浙贝之乡”招牌的
含金量。

据 悉 ， 海 曙 区 气 象 局 将 以
“浙贝母”为样板，推动其他特色
农产品开展气候评价，构建覆盖
种植、加工、流通的全链条气象
服务体系。通过深化“气象+生
态+品牌”模式，进一步挖掘气候
资源价值，让更多“气候优等生”
成 为 乡 村 振 兴 中 的 “ 共 富 金 钥
匙 ”， 为 乡 村 特 色 产 业 发 展 提 供

“海曙样本”。

海曙“浙贝母”获全省首张
中药材“气候品质评价”优级标牌

章水镇种植户在采收贝母。 （徐能 摄）

赓续接力、勤练“内功”，让尚
田 中 心 小 学 舞 龙 队 在 省 市 舞 龙 大
赛、文艺演出中大放光彩。今年，
在陈亮亮、樊雷波的带领下，这些
舞龙少年在奉化区“二月二”民俗
文化荟活动中一展身手，为市民带
来 九 节 龙 和 五 节 龙 的 “ 双 龙 ” 表
演，赢得满堂彩。

“我认为，舞龙不是大人的专属
技艺，我们小朋友照样也能舞好奉
化布龙！”毛炳皓信心满怀地说。

“90 后”陈亮亮说，他在学生时
代也有和毛炳皓一样的想法，现在
这群“龙的传人”让千年布龙在当
代舞台上焕发新生。

目前，陈亮亮指导的校园舞龙
队有 20 多支。队员中不仅有中小学
生，还有大学生和幼儿园的孩子。
2013 年以来，陈亮亮和父亲陈行国
一直从事奉化布龙校园教学，培养

“龙的传人”近万名。
“现在，爸爸主要负责布龙制

作，我主要负责教学和演出。”陈亮
亮说，近年来，奉化布龙表演形式
在创新，舞龙动作也在增多，“希望
有更多舞台艺术元素融入其中，加
快奉化布龙‘走出去’的步伐，让
更多人领略其独特魅力”。

让千年布龙薪火相传让千年布龙薪火相传、、大放异彩大放异彩

奉化有一群布龙传人奉化有一群布龙传人
记者 陈章升 通讯员 裴庚益 王红雨

记者 吴向正 通讯员 涂玉华

“总觉得自己是家里的负担，
如果能找到工作，为家里分担开
销就好了。”51 岁的肢体四级残
疾人杨某自待业在家后，生活的
经济压力让他感到焦虑。北仑区
零工市场“经纪人”小陈在新碶街
道芙蓉社区摸排时发现，杨某在
求职过程中屡屡碰壁。“经纪人”
了解他的情况后迅速行动，与宁
波格佳物业有限公司联络沟通，
最终让杨某成功入职公司的安保
岗位。“现在我每月有 3000多元收
入，还有‘五险一金’，生活终于有
了盼头！”杨某说。这是北仑区零
工市场“经纪人”成功帮助残疾人
就业的一个缩影。

为破解残疾人就业难、收入
低问题，不久前，北仑区在全省首
创残疾人零工市场“经纪人”助残
疾人就业新模式，通过部门合作、
市场驱动等举措，拓宽残疾人就
业增收渠道。街道残联委托新业
态服务中心，为残疾人聘用一批
零工市场“经纪人”，他们大多是
社会组织的成员，以公益性为导
向，为残疾人提供就业服务。他们
通过入户走访等方式全面了解残
疾人家庭、身体、特长等情况，同
时整合各方资源，帮助残疾人参
加职业培训，为他们提供就业衔
接服务。

在新碶街道，承担特殊任务

的“经纪人”深入各村（社区），开展
了 爱 心 走 访 与 政 策 到 家 活 动 ，为
1918 名残疾人建立调查档案，精准
掌握他们的生活与就业需求情况。
同时，与 18 家用工企业建立长期合
作，依托数智化技术精准匹配就业
供需，还主动对接吉利集团等 13 家
重点企业，挖掘 100多个残疾人用工
需求岗位，有效解决了残疾人就业
信息不对称问题。

“经纪人”帮助残疾人参加技能
培训，点亮残疾人就业创业“指路
灯”。在抖音直播职业技能培训课
上，残疾人刘某正在演示抖音直播
带货。培训老师在旁实时指导。北仑
区残联有关负责人介绍，残疾人零
工市场“经纪人”围绕新业态，推荐
残疾人参加各级定点培训机构举办
的抖音直播、数据标注等培训，并开
展跟踪服务，加强与参训人员联系
沟通，及时提供就业指导，让残疾人
的就业创业之路越走越宽。通过培
训，36 名残疾人掌握了直播、剪辑、
数据分析等技能，提升了就业竞争
力，实现了从“能就业”到“就好业”
的转变。

在梅山街道残疾人之家的农疗
基地里，农业专家正在教授农业技
能。“目标是让他们在泥土里找到自
信。”梅山街道农疗基地有关负责人
说，基地采用“工疗+农疗”模式，让
残疾人既能通过干农活获得收入，
又能在自然环境中康复，实现了疗
愈和增收的“双赢”。

北仑区首创残疾人零工市场“经纪人”

帮助残疾人拥抱“稳稳的幸福”

本报讯（记者何晴 通讯员
刘丹丹 何歆怡）昨天傍晚，慈溪
附海镇先锋厂门前的乡村文明集
市逐渐热闹起来。20 余辆色彩
相间的标准化餐车整齐排列，车
顶的暖色灯牌显示着“周黑鸭”

“黄焖鸡米饭”等经营品类——
这是该镇创新摊贩管理模式后出
现的场景。

自 2020 年第一辆乡村文明
餐车从附海南工业园区起步以
来，附海镇针对流动摊贩占道经
营、卫生隐患、交通治安等治理难
题，在物流中心、宝尔马厂、先锋
厂等区域逐步试点推行“乡村文
明餐车定点规范管理计划”，5 年
来发展 60 余辆乡村文明餐车。

在先锋厂的乡村文明餐车计
划中，政府部门联合工业园区，
划 定 了 1200 平 方 米 专 用 场 地 ，
由企业投资建设水电桩、道路等
基础设施，摊主自行购置统一标
准的经营餐车。目前该区域有
20 余辆乡村文明餐车，加上 10
处固定店铺，实现 30 多户流动
摊贩稳定就业。

“以前总是东躲西藏，现在
通过餐车固定经营后，终于不用

跟政府部门玩‘猫捉老鼠’游戏
了，心里也踏实多了。”经营烧烤
摊的李师傅说。

据了解，附海镇还对所有餐车
办理了临时占道经营许可证、“三
小一摊”登记卡、健康证，并要求
经营摊主统一参保食品安全责任
险，综合执法部门、市场监管、食
安办等职能部门也会不定期地进行
联合检查。这种“政府搭台、企业
扶持、摊主唱戏”的模式，让小贩
们结束了“四处漂泊”的日子，获
得了“持证上岗”的尊严。

数据显示，通过乡村文明餐车
定点规范管理，今年以来，附海镇
三个点位的周边居民投诉量同比下
降 70%。原先的环境卫生、占道经
营、治安交通等一系列难题也随之
得到了解决。

据介绍，乡村文明餐车管理模
式已历经 3 次优化升级。目前物流
中心、宝尔马厂和先锋厂三个点位
实行错时经营：物流中心餐车专营
早餐，宝尔马餐车覆盖午晚餐时段，
先锋厂餐车则负责晚餐和夜宵。第
三方保洁公司每日统一清运垃圾。
执法人员还建立摊主联络群，确保
摊主遇到问题时可快速得到响应。

“小餐车”托起“大民生”

慈溪附海流动摊贩“持证上岗”

本报讯（通讯员吴大庆 记
者陈结生 余姚市委报道组劳超
杰） 在 第 49 个 “ 国 际 博 物 馆
日”到来之际，记者从余姚河姆
渡遗址博物馆获悉，自 1993 年 5
月 12 日开馆以来，该博物馆已
累计接待游客 950 万人次。

河姆渡遗址博物馆是一座反
映河姆渡文化相关遗址考古发掘

和研究成果的专题性博物馆。河姆
渡遗址 1973 年被发现，考古出土
了距今六七千年的稻作遗存、夹炭
陶器、干栏式建筑及精美的原始艺
术品等，证明了长江流域同为中华
远古文明的发祥地，是长江流域最
重要的新石器时代文化之一，对研
究中华文明的起源和发展具有重要
意义。

河姆渡遗址博物馆
累计接待游客950万人次

像这样的舞龙排练，奉化尚田中
心小学师生每月都会开展好几次。自
从组建舞龙队以来，该校已培养近千
名舞龙少年。

“陈行国师傅是奉化布龙的国家级
非遗代表性传承人，我也是他的一名
徒弟。”樊雷波介绍，在他和陈亮亮的
指导下，奉化尚田中心小学学生与省
里其他舞龙少年切磋过招，并“舞”
出累累硕果——在两届省青少年 （儿
童） 龙狮锦标赛上获得 3 个一等奖、1
个三等奖；获市首届中小学传统体育
舞龙项目竞速舞龙一等奖⋯⋯

据了解，舞龙的表现手法包括道
具造型、构图变化、动作套路等。奉
化布龙有近千年历史，其艺术特色是
舞得活、舞得圆、神态真、套路多、
速度快，2006 年被列入首批国家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 奉 化 布 龙 表 演 由 盘 、 滚 、 游 、
翻、跳、戏等基本套路和小游龙、大
游龙、龙钻尾等过渡动作组成。舞者
动作矫健，舞姿变化多端。”说起奉化
布龙，尚田中心小学学生李启浩打开

了话匣子。
李启浩是该校 602 班的学生，也是

校舞龙队的“明星”之一。2022 年以
来，他在陈亮亮、樊雷波等人的指导
下，苦练舞龙技艺，逐渐成长为一名

“龙头手”。李启浩介绍，从小他就有
一个梦想，那就是成为像陈行国那样
的舞龙高手。

读三年级时，李启浩成为校舞龙
队队员。没想到首次参加排练的他遇
到挫折。“当时因为分心动作没做到
位，我在舞龙时被龙身砸中了头，非
常疼。”李启浩回忆道。

这个挫折并没有让李启浩气馁 。
在此后的几年里，他向陈亮亮等拜师
学艺，舞龙技艺日渐成熟。

李启浩的同学毛炳皓也是奉化布
龙的一名“粉丝”。目前，他在九节龙
中执掌“龙六”一环。“‘龙六’是九
节龙的第六节。作为这个位置的舞龙
手 ， 既 要 关 注 前 面 队 员 的 手 法 、 脚
步，也要提醒后面的队员配合跟进。”
毛炳皓说。

毛炳皓加入尚田中心小学舞龙队
已有 3 年。在他看来，精彩的奉化布
龙演出，离不开舞龙手平时的刻苦训
练。“有一次训练，大家翻滚跳跃，盘
卷屈伸，难度越做越大。突然，有一
节的队员不小心踩在龙衣上，打了个
趔趄，顿时龙身塌陷。”毛炳皓说，那
次训练让他意识到九节龙必须“一条
心”，大家在训练、演出时需齐心协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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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亮亮陈亮亮 （（右一右一）） 教学生们舞龙教学生们舞龙。。 （（本文图片均由陈章升本文图片均由陈章升、、王红雨摄王红雨摄））

“咣咣咣”……锣鼓一响，只见龙头抖动，一条彩龙上下翻滚，

或仰或卧，钻来跳去，翻“云”覆“雨”……5月15日上午，在奉化

尚田中心小学操场上，10名学生在奉化布龙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

表性传承人陈亮亮的指导下练习九节龙表演。在一旁观摩的有陈亮亮

的父亲陈行国、学校体育老师樊雷波。

“今年暑假，我准备带着孩子们去省里参加青少年舞龙舞狮锦标

赛。去年尚田中心小学的‘学生龙’夺得舞龙大赛竞速比赛金奖，今

年大家力争再创佳绩。”排练间隙，陈亮亮提醒队员们注意舞龙的手

法、脚步，在游龙行进时做到“人龙合一”。

奉化尚田中心小学奉化尚田中心小学
舞龙队排练现场舞龙队排练现场。。

小队员正在整理龙头小队员正在整理龙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