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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孙肖） 台风
“蝴蝶”残涡今晨挥别甬城，但
天空并未真正放晴，梅雨季的雨
水与节节攀升的高温正联手接管
本周宁波的天气舞台。市气象台
提醒市民需注意防暑降温，谨防

“梅雨闷”与“盛夏热”双重夹
击。

今日上午，随着“蝴蝶”残
余影响减弱，全市雨渐止转阴
到多云。难得的阳光将在明日
短暂登场，主打晴到多云。然
而 梅 雨 并 未 退 场 ， 18 日 至 21
日，我市以多云天气为主，午
后局部地区需警惕“突袭”的
雷阵雨。22 日起，阵雨或雷雨

天气将再度增多，提醒市民出行
常备雨具。

雨水缠绵，暑热更盛。市气象
台 15 日发布的十天预报显示，今
日至 21 日，我市最高气温将稳居
30℃至 36℃区间，不时向 35℃高
温线发起“冲刺”。22 日起虽略有
回落，最高气温仍维持在 28℃至
30℃。本周的最低气温则稳定在
22℃至 26℃。

此外，6 月 21 日，我们还将迎
来二十四节气中被视为盛夏起点的
夏至，该时节与雨水“缘分”尤
深，正如民谚所云“不到夏至不
热”，本周盛夏的炙热感已扑面而
来。

梅雨未歇高温起

宁波本周将迎“湿热”夹击

气象

徐剑锋

“咔！”刀落糖裂，碎屑四
溅。邱旦辰盯着案板上歪斜的糖
块，又瞥了眼师父刘国文刀下整
齐的“金砖”，挠头苦笑：“经常
切散，手艺还要多练，我才学了
一 个 月 ， 要 沉 下 心 来 好 好 琢
磨。”（6 月 15 日 《宁波日报》 民
生版）

刘国文的冻米糖“甜蜜事
业 ” 找 到 接 班 人 ， 透 过 “90
后”邱旦辰拜师学艺的故事，
让我们重新审视了非遗手艺传
承的价值。当越来越多的年轻
人成为非遗“守艺人”，必将促
进传统手艺在新时代焕发新青
春。

我们常讲：传承是最好的保
护，传播是最好的传承。一块冻
米糖，承载着宁波人儿时的美好
回忆，非遗传承人“多起来”，
才能让非遗传承“活起来”。于
宁波而言，要坚持“两条腿走
路”：一方面要放大“传播者”
效应，无论是开展非遗进校园、
进集市、进社区活动，还是利用
新媒体、短视频等宣教，非遗传
承人要树牢新思维、借助新技
术，线上线下融合、网内网外融
通，通过丰富多彩的文化场景和
活动形式，讲述好非遗故事，展
示好非遗技艺，不断提升非遗的

社会认知度和影响力，吸引更多的
人关注非遗、走近非遗、爱上非
遗，进而投身传承事业。另一方面
要发挥“传帮带”作用，通过资金
扶持、政策激励、给予授艺补贴等
手段，既要深化师徒“一对一”结
对、手把手传授技艺机制，也要促
进传统传承方式和现代教育相融
合，尤其在中小学中对非遗有着浓
厚兴趣的好“苗子”要重点关注、
重点培养，持续打造基座强大的

“金字塔式”传承人队伍。
下好非遗传承人梯队建设的

“先手棋”，政府职能部门责无旁
贷。比如，为传承人搭建多元化的
技能提升平台，实现专题培训、技
艺展示、直播交流的常态化，不断
提高专业技术能力和创新能力；又
如，利用学校的教育资源，依托相
关学科专业构建起非遗代表性项目
的传承体系，系统性解决“人去技
亡”“濒临失传”的难题。

让非遗薪火相传，还要不断提
升传承人的社会地位与经济收入，
让他们享有更多人生“出彩”的机
会。在完善传承人评价、激励机制
并给予相应的社会保障和政治待遇
的基础上，要积极对接传承人技艺
和市场需求，用“非遗+”焕新释
放消费活力，为传承人“火出圈”

“富起来”打开新空间。
（欢迎投稿，来稿请发民生邮

箱1871684667@qq.com）

为非遗传承注入青春力量

记 者 王博
通讯员 李斯 倪馨怡 程丽娜

6 月 13 日下午 3 时许，鄞州
区百丈街道宁舟社区蜿蜒的巷道
中 ， 85 岁 的 施 慧 芳 撑 着 雨 伞 ，
在楼栋间穿梭不停，反复叮嘱邻
居们：“雨太大了，赶紧把窗户
关好！”

这位老党员，用行动诠释着
“老有所为”的动人力量。

施慧芳是宁舟社区成立后的
第一批社区工作者之一，即便已
退休 35 年，她服务居民的热情
从未减退。

在社区，施慧芳堪称“小喇
叭”。只要有大事小情、便民政
策，她总是第一时间奔走相告，
把政策红利送到居民家门口。

垃圾分类工作刚推行时，她
主动“上岗”，每天早晚雷打不
动地守在垃圾桶旁。面对刺鼻气
味和脏污，她毫不在意，不仅耐
心教年轻人垃圾分类知识，还亲
自上手分拣。

2019 年，社区推出“有害
换有爱”活动。施慧芳立刻拉上
老伙伴“接单”。此后 6 年，每
月 5 日，她们都会准时在社区“摆
摊”，仔细整理居民送来的过期药
品、旧电池等有害垃圾，积分兑换
礼品的事也被她们安排得明明白
白。

每天傍晚，施慧芳都会外出
散步。留意到流经社区的后塘河
两岸时常有乱扔垃圾、违规钓鱼
等不文明现象后，她二话不说，

组建了“大阿嫂护河队”。
这支队伍已走过 7 个年头。如

今，30 名平均年龄 75 岁的“大阿
嫂”，风雨无阻地轮班巡河，劝阻
不文明行为。

垃圾钳、塑料袋是她们的“秘
密武器”，弯腰捡垃圾的身影，成
了河畔最美的风景。遇上落叶季，
她们还会自带工具，和保洁员一起

“大作战”，守护河道的整洁。
如今，85 岁的施慧芳依旧活

跃在社区的各个角落。
当被问起为何这么拼时，她爽

朗一笑：“只要我还走得动，就要
一直干下去！”

在她的带动下，社区志愿者增
至百余人，“奉献、友爱、互助、
进步”的精神在这里生根发芽。

“只要我还走得动，就要一直干下去！”

已退休35年
她仍是社区“最忙身影”

施慧芳边巡河边捡垃圾。
（王博 摄）

防汛进行时
本报讯（记者孙吉晶 通讯

员张小飞） 据市气象台提供的数
据，昨天 8 时至 20 时，全市平均
降雨量为 20 毫米，单站最大为
象 山 九 顷 站 （丹 西） 68 毫 米 ，
最大小时雨强为象山九顷站 （丹
西） 50.9 毫米。

昨天 13 时，市水利局、市
气象局联合发布山洪灾害黄色预
警，从昨天 13 时到今天 13 时，
北仑区白峰街道、慈溪市观海卫
镇、余姚市大岚镇、奉化区松岙
镇、海曙区章水镇、象山县黄避岙
乡、鄞州区咸祥镇、镇海区九龙湖
镇等十余个乡镇（街道）山洪灾害
预警等级黄色，发生山洪灾害可
能性较大。此外，余姚市兰江街
道、宁海县黄坛镇、奉化区大堰镇
等二十多个乡镇（街道）山洪灾害
预警等级蓝色，可能发生山洪灾
害。

截至昨天 20 时，全市 6 座大
型水库平均雨量 207 毫米，其中
最 大 为 白 溪 水 库 ， 达 到 376 毫
米。34 座大中型水库蓄水量为
9.6 亿立方米，占控制蓄水量的
80.6%，较常年同期多 15.7%；6

座大型水库蓄水量达到 4.66 亿立
方米，占控制蓄水量的 81.2%，
较常年同期多 24.6%。

市水利局全力做好大型水库
预报调度。针对流域骨干大型水
库，强化预报、预警、预演、预
案措施。白溪水库从 14 日 8 时
起，通过两台机组满负荷连续
24 小时发电，有效降低水库水
位；皎口水库紧随其后，于 15
日 8 时启动三台机组满负荷持续
24 小 时 发 电 ， 进 行 水 位 调 节 。
通过提前预泄腾库，截至目前，
6 座大型水库水位均有效控制在
正常蓄水位以下，为后续可能发
生的洪水预留了充足的防洪库
容，保障了工程自身和下游重要
目标的安全。

市水利部门还组织技术力
量，对辖区内各中型水库当前蓄
水状态、入库流量预测、未来降雨
预报等进行综合分析研判，精确
计算水库纳雨能力和调洪空间。
对接近汛限水位的水库果断采取
预泄措施；对库容尚有空间的水
库，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科学制
定拦洪、错峰调度方案，最大限度
发挥中型水库的调蓄削峰作用。

小型水库（山塘）数量多、分布

广、管理基础相对薄弱，是安全度
汛的重中之重。连日来，相关部门
通过现场巡查、远程视频核查等方
式，对小型水库（山塘）进行全方
位、动态化监管。重点核查溢洪道、

水库下游泄洪通道等畅通情况。到目
前为止，全市已累计检查小型水库

（山塘）133座，确保各项设施处于良
好状态，切实兜住小型水库（山塘）安
全底线。

我市全力做好水库预报调度
昨天市水利局、市气象局联合发布山洪灾害黄色预警

为应对台风带来的短时强降雨，确保安全度汛，自 6 月 13 日 9 时
起，江北区农业农村局对慈城镇英雄水库进行泄洪，并全面加大水库河
网预排预泄力度。截至 6月 15日 16时，江北区共计预排水量达到 1130
万立方米，有效提升了区域的防洪能力，保障了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
全。 （陈结生 范文颖 耿园 摄）

昨 日 15 时 许 ， 海 曙 突 降 暴
雨，在薛家南路上，外卖小哥冒着
风雨艰难前行。

（许天长 摄）

雨中雨中““急行军急行军””

昨日下午，受对流云团影响，甬城局部大暴
雨，在院士路上，环卫工人清理排水口，以免堵
塞排水管道。

（唐严 摄）

记 者 仇龙杰
通讯员 胡祎妮 奚圣焯

近日，浙大宁波理工学院校
园里，一场跨越年龄的接力温暖
上演——鄞州区潘火街道东方丽
都社区“6080”课堂的 17 名银
龄志愿者，以亲手编织的 300 余
朵扭扭花，将校园共享单车装扮
成流动的祝福站，为毕业生献上
特别的离别礼物。

清晨的校园里，一抹抹跃动
的色彩悄然绽放。志愿者们穿梭
于停车区，与学生一起，将一簇
簇手工编织的向日葵、玫瑰、铃
兰等系在车把手上，原本素色的
共 享 单 车 瞬 间 化 身 “ 祝 福 专
车”。领队张国英轻抚花瓣，笑
道：“这些扭扭棒在我们手里绕
了整整三周，每一圈都是对孩子
们的牵挂。”

最引人注目的，是矗立在广
场中央的硕大向日葵。曹爱文讲

起自己的设计理念：“向日葵向阳而
生，就像我们对毕业生的期待——
愿他们带着这份朝气，勇敢奔赴人
生下一程。”

这场创意祝福，源自一次偶
然 的 公 益 相 遇 。 张 国 英 告 诉 记
者，去年她在社区志愿活动中结
识了学院学生沈梦球，两人因共
同 的 公 益 热 忱 结 下 忘 年 交 。 此
后，校社联动频繁：老人们教学

生制作传统手工艺，学生们带长
辈体验数字生活，双向的温暖在
互动中持续升温。

“ 得 知 小 沈 她 们 今 年 要 毕 业
了，我们想给学生留下点特别的纪
念。”张国英说。最终，17 名平均年
龄 65 岁 的 志 愿 者 决 定 将 “6080”
课堂的结业作品转化为毕业礼物，
用 300 余根扭扭棒编织出这场“花
漾惊喜”。

当毕业生们发现熟悉的单车披
上“花衣”，惊喜与感动在校园蔓
延。“每次骑这些车都像拆盲盒！”
沈梦球抚摸着车把上的向日葵眼眶
微湿，“这一年跟着老人们做志愿
活动，学会了用针线传递温暖，更
读懂了岁月沉淀的智慧”。

这场活动不仅是毕业祝福，更
是校社共融的生动注脚。这场跨越
代沟的温情对话，让毕业生的离愁
别绪化作前行的力量。东方丽都社
区党支部书记陈颖说：“‘6080’
课堂架起了代际桥梁，让青年学子
感受社区温度，让温暖在传承中延
续。”

众筹新闻，我们一起完成的新
闻！

请大家将身边的温暖、感动或
遭遇的困境，通过以下方式告诉我
们，线索一经录用还可获得一定的
报料费：

1.通过甬派报料通道；
2. 拨打宁波民生 e 点通热线

81850000；
3.微信搜索“nb81850”，关注

后留言；
4.打开中国宁波网，登录宁波

民生 e点通群众留言板或天一论坛
发帖。

毕业季的“花漾盲盒”

这群老人巧手编织“流动祝福”送别毕业生

在宁波,看见文明中国
我们的家园

雨后雨后““清道夫清道夫””

志愿者和同学们一起将手工编织的花朵系在自行车上。（仇龙杰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