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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孙肖） 昨天一
早，太阳公公就铆足了劲儿开始

“烧烤”模式，全市代表站气温最
高 为 象 山 站 36.5℃ 。 暴 雨 刚 走 ，
高 温 就 接 棒 登 场 ， 不 少 市 民 疑
惑：这是要出梅了？

上周，梅雨带在宁波“疯狂
刷 存 在 感 ”。 6 月 13 日 至 15 日 ，
全市累计降水量超 100 毫米，多
地暴雨，局部大暴雨。然而，本
周天气“画风”突变，晴热高温
成为“主角”，午后偶有局地雷阵
雨“客串”。据市气象台消息，从
昨天起至 6 月 21 日，最高气温将
维持在 34℃～36℃。

雨势减弱，高温上线，是否
意味着梅雨季结束？记者就此采
访了市气象服务中心高级工程师
卢晶晶，她给出明确答案：“这只
是副热带高压的‘假动作’，目前
梅雨只是中场休息，周日到下周

前半段，雨水将再度‘上岗’。”
卢晶晶解释，目前副热带高

压只是“虚晃一枪”，通过加强北
抬暂时将梅雨带推至北方，浙江
因此被其“怀抱”，高温趁势而
出。“6 月 22 日前后副热带高压将
撤 回 ， 梅 雨 带 也 将 返 场 ， 重 启

‘雨雨雨’模式。”她表示，这只
是梅雨带的正常摆动，“梅中有
伏”是梅雨季的常见现象，宁波
真正出梅尚需时日。

尽管大范围持续性降水暂歇，
但高温能量充足，局地强对流天
气可能“突袭”。卢晶晶提醒：“近
期雷阵雨虽零散，但单点爆发力
强，市民需防范被‘局’到。”

此外，今日至 6 月 21 日，我
市部分地区最高气温仍达 35℃～
36℃，需注意防暑降温；6 月 22
日起，阵雨或雷雨增多，气温小
幅回落至 29℃～34℃。

昨日最高36.5℃

气象专家：出梅尚需时日

本报讯（记者陈敏）“这个红
按钮真管用！”6 月 16 日，海曙区
杖锡化龙庄村的严大爷轻按床头
的红色按钮，脸上露出安心的笑
容。这名行动不便的孤寡老人，
成为村里首批用上“生命紧急呼
叫按钮”的受益者。

在海拔 800 多米的四明山深
处，20 个崭新的智能急救桩正式

“上岗”——14 个分布在杖锡后
龙岩下、鹿窼、化龙庄 3 个自然
村的主干道旁，6 个安装在 6 名独
居老人家中。这个白色底座、红
色按钮、配有一根红色拉绳的装
置，为高山村民织就了一张生命
守护网。

“只要按下按钮或拉动红绳，
6 名持证急救员会同时收到求救
信号。”海曙区卫健局相关负责人
介绍，这套系统实现了“一键触
发、多方响应”的救援模式。当

村民突发疾病或意外时，只要按
一 下 红 色 按 钮 ， 或 拉 动 红 色 绳
子，收到信号的急救员就能在黄
金时间内赶到现场，进行专业处
置并协调 120 转运。

杖锡村是海曙区海拔较高的
村落，60岁以上老人占比高达90%，
且多数患有慢性病。过去，蜿蜒
的 山 路 常 常 成 为 急 救 的 “ 拦 路
虎”。去年 12 月，海曙区在四明
山区设立的两个急救站点已出车
近 200 次 ， 而 智 能 急 救 桩 的 投
用，填补了救护车到达前的“急
救真空期”。

为了让村民熟练掌握使用方
法，6 月 16 日，海曙区卫健局联合
章水镇政府开展了实地演练。智能
急救桩的投入将极大地提升偏远
山区的应急救援效率，参与演练的
村民表示，这个“救命按钮”让他们
在山里生活得更踏实了。

高山村落装上了“救命按钮”

气象

老人床头装上了“救命按钮”。 （沈天舟 蔡迪 摄）

毕
业

盛夏蝉鸣，骊
歌唱响。昨日，宁
波工程学院毕业典
礼在校内体育馆举
行。毕业生身着整
齐的学士服，带着
既兴奋又不舍的神
情，共同回望这场
青春告别式。

图为毕业生正
在学校打卡墙拍照
留念。

（陈 结 生 宣
佳含 韩玉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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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贼噶热”到毕业情书，三年三度刷屏

这个理工男让宁波“火”出圈

文案火了之后，戴一聪的手机消
息不断——祝贺、采访、合作邀约，
甚 至 各 种 争 议 。 这 让 他 再 次 感 受 到

“文字的力量”。
十年磨一剑，在做出现象级的传

播作品前，他的求职之路布满荆棘。
10 年前，热衷于摄影的他从浙江

万里学院食品科学与工程专业毕业，
却一头扎进传媒行业。“做广告和做实
验一样，需要逻辑和系统性思维。”在
他看来，这并非“跨界”。

但 这 条 路 并 不 顺 遂 。 刚 毕 业 时 ，
他曾被骗进一个纪录片团队，对方卷
款跑路，拖欠工资。这段经历让他决
心自己闯荡：运营公众号、写文章、
分享摄影作品，最终靠这些积累敲开
了广告行业的大门。

他从新媒体小编做起，随后加入
了一家大公司做电商文案。至今他仍
记 得 面 试 时 自 己 在 PPT 上 写 的 一 句
话：相信文字的力量。

他总觉得“文字被低估了”。“那
时候憋着一股劲，觉得文案不该只是

‘有’，而应该‘好’。”
在电商行业折腾了几年，最终他

选择离开，加入一家文化公司，“相信
文字的力量”这一念头却从未动摇。

2023 年底，他偶然接手天一广场
跨年大屏的文案任务，他花了一个深
夜 “ 交 差 ” ——“ 我 在 宁 波 祝 你
NB”，没想到一夜爆红，吸引大量年
轻人前来打卡。

“命运的齿轮开始转动。”他笑着
说。

理工男的倔强：相信文字的力量A

“文案走红所带来的流量，难以直
接变现。”戴一聪坦言，这也是他创造
现象级传播作品后和原公司“分手”
的主因。但他坚信创造有生命力的文
案、让城市“发声”是无价的。

“城市有温度、有情绪，但得有人
当‘嘴替’。”戴一聪认为，好的城市
文案应该像朋友间的对话——带点调
皮、用点方言，甚至不像宣传语，却
能精准戳中人心。

“毕业十年，我和大学最好的朋友
只见过两次，有些人走了就很难再回
来。”戴一聪说，这份情愫点燃了他创
作 《再会宁波》 的激情，他相信“不
管去或留，宁波都谢谢你们来过”的
心声必将在毕业季引发共鸣。

事实佐证了他的判断。如果说此
次 《再会宁波》 系列“火”得热烈、
温柔又充满巧思，那它实则是戴一聪
三年来“城市表达”逻辑的一次集中
呈现。

前年的“祝你 NB”，像是朋友拍
肩膀说的祝福；去年的“贼噶热”，像

是 普 通 人 脱 口 而 出 的 吐 槽 ； 今 年 的
“谢谢你来过”，则是平日说不出口的
心里话。

这次，戴一聪还将城市温度从荧
幕延伸至生活：他拉上一些在宁波读
过大学的朋友，众筹了 5000 元，制作
了 编 织 袋 、 冰 箱 贴 、 亚 克 力 挂 件 等

《再会宁波》 系列周边，通过小红书和
高校毕业典礼现场免费送给毕业生；
他还通过社交平台联动多家宁波本土
品牌，一起为毕业生送上免费福利。

“有名网友留言说，她即将离开宁
波，想要一张原图发朋友圈。”戴一聪
不仅发了照片，还亲手送了她一套周
边文创。“线上的传播再火，也比不上
线下的真实互动。”

最近，他的新作 《再会宁波》
系列之 《“甬”不止步》 登上宁波
最大的裸眼 3D 屏联安里大屏，巧
妙 结 合 路 名 送 上 毕 业 祝 福 。

“很多人会去实地打卡，在互
动中感受城市温度——这
就是文字的力量。”

让城市“会表达”：文案的生命力在于真诚B

“宁波盐”与“云彩收集”：
寻找城市的同频者C

孙根荣

在 余 姚 市 社 会 组 织 服 务 中
心，叶玲兵的办公室更像一个微
型照相馆：相机、蓝布背景、三
脚架、补光灯林立。这里是“余
姚市吸影力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所在。父亲节这天，负责人叶玲
兵正专注为一名老人修复父亲的
泛黄旧照 （见 6 月 17 日宁波日报
民生版）。

据 报 道 ， 由 叶 玲 兵 发 起 的
“生命影像”公益项目，两年来已
为 1200余名老人免费拍照、录视
频、建电子档案，月均活动三四
场。这一张张“时光底片”，为老
人的时光留影，为老人家庭的亲
情存档，遂成为黏合两代人亲情
的“双面胶”。

现实生活中：一方面，有不
少老人存在拍摄影像留念的意
向，以便“几十年后，小辈点开
视频，看到老人跨越时空的叮
咛”。所以，为自己留住时光影
像，已成为老人的“人生大事”。
另一方面，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也
主动为父母预约拍摄，以便随时
提醒自己珍视家庭亲情，守护好
和父母在一起的珍贵时光。显
然，“生命影像”的意义已超越记

录本身，它也能唤醒更多家庭珍
视亲情，守护好“在一起”的珍
贵时光。

然而，不少老年人和年轻人
自己不会拍摄影像，换言之，不
少老年人和年轻人自己不会制作
这黏合两代人亲情的“双面胶”。
这，不仅会给不少家庭留下遗
憾，甚至会降低老年人晚年的生
活质量，不利于提升老年人的获
得感、幸福感，更无益于建设健
康老龄化社会。这就需要像“生
命影像”那样的公益项目来加以
纾解。而要实现这一点，单靠社
区工作者大张旗鼓地宣传“老吾
老以及人之老”“子欲养而亲不
待”是远远不够的，要依靠整个
社会的力量，需要会拍摄影像的
专业人士积极参与“生命影像”
公益项目。

“生命影像”是黏合两代人亲
情的“双面胶”，为万千老人留下

“时光底片”，对提升老人的获得
感、幸福感，对建设健康老龄化社
会大有裨益。参与“生命影像”公
益项目，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期待参与“生命影像”公益项目
的摄影人士层出不穷！

（欢迎投稿，来稿请发民生邮
箱1871684667@qq.com）

“生命影像”
是黏合亲情的“双面胶”

连续三年，宁波街头
的大屏因文案走红——从
“我在宁波祝你NB”“贼
噶热，人要yang掉了”，
到今年毕业季的“不管去
或留，宁波都谢谢你们来
过”。这些引发共鸣的
“城市情书”，出自同一个
人之手：自称“一根葱”
的戴一聪。

上周，他的新作《再
会宁波》在鼓楼附近的大
屏面世后再度爆红。谈及
走红后的心情，他用了三
个词：开心、疲惫，还有
一丝辛酸。

记者 沈天舟

凡人星事

除了文案，戴一聪还有个爱好：拍云。
“我常把云的照片发朋友圈，结果发现

很多人也在拍同一片天空。”那一刻他意识
到：天空也可以是共享的情绪接口。去年，
他建了“宁波云彩收集爱好者”微信群，如
今已有 600 多人。每当晚霞绚烂或暴雨初
晴，群里就热闹非凡。

“同一朵云，有人在鄞州拍，有人在镇
海拍，还有人拍糊了，但重要的是——他们
在同一时刻抬头，按下快门。”他把这种共
鸣称为“对表达者的奖赏”。

今 年 ， 他 创 立 了 自 媒 体 账 号 “ 宁 波
盐”，寓意“每个普通人都是让城市有味的增
味剂”。未来，他想记录更多宁波人的故事，
甚至做一场“云彩摄影展”，让更多同频的人
相遇。未来，他还想依托这一平台，发挥自
己图文设计优势做些“有意思的科普”。

这份对生活细节的感知，也融入他刚刚
“满年”的初创公司的企业文化。说是公
司，不如说是 3 个人的小团队，其中两个还
是实习生。他不要求实习生每天坐班，而是
为他们配了相机，鼓励他们多去走走，捕捉
城市生活的有趣瞬间。

“你得先懂得在这座城市怎么生活，才
能知道它该怎么‘发声’。”戴一聪说。

连续3年“出圈”的大屏文案。（受访者供图）

戴一聪。
（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