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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俞家嘉

烈 日 逼 近 ， 何 以 避 暑 ？ 6
月，市民游客纷纷走出家门，亲
近自然、玩水嬉戏，在文明游玩
中感受夏日的清凉与惬意。

“夏日的九龙湖，碧波荡漾、
青 山 环 绕 ， 非 常 适 合 避 暑 纳
凉。”6 月 18 日，市民罗平一家
来 到 九 龙 湖 旅 游 度 假 区 游 玩 ，

“我注意到，景区的道路和草坪
都 保 持 着 洁 净 与 整 齐 ， 大 家 没
有乱丢垃圾或踩踏花草，表现得
相当文明”。

该景区负责人沈菲君表示，
景区在出入口、游客服务中心、
绿地等地张贴文明标语、设置提
示牌，并利用电子屏、宣传栏等
深入宣传文明旅游知识，切实提
升游客文明意识，营造良好的文
明旅游氛围。

位于东钱湖镇的城杨村，是
这几年新晋的网红村，穿村而过
的清澈亭溪不仅让整个村庄的风
景更为灵动，还成为戏水好去处。

在享受乐趣的同时，大家也
始终严守文明底线。记者看到，
前来溯溪的游客大多自备了垃圾
袋，将饮料瓶、食品包装袋和果
皮残渣等垃圾细心分类，投入垃
圾桶。

如今，在我市各大景区，游
客自觉排队、爱护环境、文明礼
让的场景随处可见，文明旅游正
逐 渐 成 为 一 种 新 风 尚 。 宁 波 文
旅 部 门 相 关 负 责 人 表 示 ， 良 好
的 旅 游 环 境 ， 需 要 大 家 一 起 营
造 。 未 来 ， 将 继 续 强 化 文 明 旅
游 宣 传 引 导 ， 持 续 提 升 游 客 的
文明素养，共树文明形象、共展
文明风采，让文明旅游成为城市
最美的风景。

自带垃圾袋、守序不喧哗

文明旅游为夏日惬意“保鲜”

本报讯 （记者王晓峰 通讯
员顾蔚 林梦娇 何嘉莹） 暑假
即将到来，一方面，孩子使用手
机等上网设备的时长及频率会大
大增加；另一方面，“家长忙孩子
空”的现象突出，安全监护难免
出现漏洞。因而，每逢假期，涉
及孩子的电诈总会多发。

比如，“五一”假期中，宁波
多地就出现孩子遭遇游戏交易诈
骗的警情。

以 镇 海 为 例 ， 11 岁 的 小 吴
（化姓） 在玩手机时，看到一主播
说可以“免费送游戏皮肤”，于
是，小吴私信联系对方。对方知道
他是未成年人后，就开始吓唬他。
孩子被吓坏了，为了“保护”父
母，在对方的指示下扫码，欲将奶
奶银行卡里的钱转出。所幸第一时
间被发现，祖孙俩立刻报案。

“涉娃电诈最近几年多了起
来，对孩子来说，最危险的是游
戏交易诈骗。”反诈民警说，除此
以外，还有红包返利陷阱、实体
卡片赠送骗局、追星 （冒充公检
法） 诈骗等。

特别需要注意的是，骗子以

“追星”等为诱饵，忽悠孩子。在此
期间又会冒充公检法进行诈骗——
先是“律师”出场吓唬孩子，然
后“民警”上场教操作，最后让
其使用父母手机转移钱财。这是
新出现的电诈，专门针对孩子！

宁波公安相关负责人告诉记
者，骗子之所以盯上未成年人，
一方面是随着支付习惯的改变，
孩子的“小金库”也转移到了网
上。他们中不少人还知道爸妈的
手机支付密码；另一方面，也与
孩子自身防范意识淡薄密切相关。

“反诈防骗教育，同样应是孩
子的必修课！”反诈民警说。

一方面，学校及家长平时就
要给孩子上反诈课，进行多方位
提醒——不要轻信网络上的陌生
人，不要轻信“免费领取”“大额
返利”等说辞，不要轻易添加陌
生人为好友，不要轻易点击网站
链接或下载 App 等。

另一方面，家长一定要设置
安全性较高的支付密码且定期更
换，不要轻易向孩子透露。一定
要取消“免密支付”，这是在“物
理”上防诈。

暑假将至
家长请收好这份“反诈指南”

我们的反诈必修课

宁波公安举行反诈宣教活动。 （资料图）

“故事的小黄花，从
出生那年就飘着……”昨
日，宁波大学 2025届本科
生毕业典礼暨学位授予仪式
以一场盛大的青春合唱开
场，毕业生们用最炽热的嗓
音为四年本科时光画上句
号。在师长们饱含深情的临
别寄语中，这群怀揣梦想的
年轻人，正以昂扬之姿，开
启崭新的人生一页。

图为宁波大学本科毕
业生合影。
（陈 结 生 黄 合 郑 俊
朋 摄）

在宁波,看见文明中国

“共享食堂”开张
村民“以菜换餐”

一碗牛肉面的
“土”交易

“杏飞，我又拿来一些自己种的花生和玉米。老样子，换一碗
牛肉面。”

18日上午，奉化区萧王庙街道79岁居民骆国银来到棠岙村
“棠云栖江·共享食堂”吃饭。

进门后，他放下刚在地里采收的“宝贝”，喊来“女掌
柜”——江杏飞，准备与其进行一次“以菜换餐”。

“骆叔，这些东西的价值已经超过一碗牛肉面。多出来这些，是
折算成钱给您呢，还是在牛肉面里加点料？”江杏飞将花生、玉米称
重估价后，提出两种交易方式。

骆国银见状，摆了摆手，笑着说:“不用另外算钱，等会多加
点牛肚，我爱吃。”

像这样的场景，近段时
间在棠岙村已经上演多次。

每天，来“棠云栖江·共
享食堂”打卡的村民，既能以

“亲民价”解决自己的“一日
三餐”，也能用同等价值的农
副产品抵餐饮费用。

“ 这 个 食 堂 由 萧 王 庙 街
道、棠岙村和我们乡村运营团
队共同打造，分上下两层，从
上周起对外营业。”江杏飞说，
这里不仅服务全体村民，还能
为游客提供平价餐饮服务。

江杏飞今年 56 岁，是当
地 小 有 名 气 的 “ 农 创 客 ”。
2022 年，在外闯荡多年的她
回到家乡，在棠岙村租了近
千平方米的闲置老房子，带
领村民建起“江阿婆”共富
工坊。

“ 杏 飞 是 个 ‘ 热 心 肠 ’。
回到棠岙村后，她还组建了
乡村运营团队，建起‘棠云
栖江·共享小院’‘共享小卖
部’，不仅让大家享受到‘一
站式’服务，也‘唤醒’了
棠岙村的闲置资源。”村党委
书记江明辉说。

正 如 江 明 辉 期 待 的 那

样，江杏飞及其团队成员在
棠岙村打造乡村公共服务空
间 ， 引 入 新 项 目 、 新 业 态 ，
激活乡村振兴“一池春水”。

“这些共享空间不仅拓宽
了 村 民 农 副 产 品 的 销 售 渠
道 ， 为 村 庄 增 添 了 消 费 场
所 ， 也 提 高 了 游 客 的 体 验
感。”江明辉告诉记者，以前
棠岙村餐馆数量少，游客想
吃农家菜找不到好地方，现
在这个状况得到明显改善。

“棠云栖江·共享食堂”
由一幢老房子改建而成，可同
时容纳近 70 个人就餐。为了
让村民和游客享受到星级餐饮
服务，江杏飞在食堂装修布置
方面花了不少精力。

记者看到，这个“共享
食堂”内设餐饮、休闲、农
副产品展示等功能区，大家
可 以 在 这 里 吃 饭 、 看 电 视 ，
还能喝茶聊天。

“ 一 大 碗 牛 肉 面 只 要 20
元，一杯土烧酒、一盘椒盐
小溪坑鱼 38 元就能搞定，‘以
菜换餐’积存的农副产品向
大家平价供应。”食堂工作人
员黄莉莉介绍。

价格亲民，一大碗牛肉面只要20元A
今年 84 岁的村民鲍林

花是“棠云栖江·共享食
堂”的常客。上周以来，她
已经来此消费多次，对“镇
店美食”更是如数家珍。

“这里免费供应米饭，
光 招 牌 菜 就 有 10 余 道 。”
鲍林花说，“共享食堂”开
业后，村里老人如果错过
老年食堂用餐时间，或不
想在家烧菜做饭，可以来
此解决“一日三餐”。

爱 心 共 享 ， 用 心 传
递。为了给村民和游客营
造舒适的就餐环境，江杏
飞及其团队成员在食堂内
摆放了许多花草盆景和老
物件。

“里面展陈了老式储物
柜、瓷罐，装修布置很有
年代感。”公交车司机汪师
傅告诉记者，“棠云栖江·
共享食堂”离 217 路公交
车终点站很近，最近他和
同事经常来“打牙祭”。在
这里，他们感受到了家一
般的温暖。

让村民和游客吃好喝
好，有宾至如归的感觉，
这是江杏飞打造“棠云栖
江·共享食堂”的目标。

“地处山区的棠岙村风
景秀丽，历史文化底蕴深

厚。”她说，近两年，来村
里的游客越来越多，大家
希望挖掘整合村庄农文旅
资源，以共享经济赋能村
民共富，助力村集体增收。

江 杏 飞 是 这 样 想 的 ，
也 是 这 样 做 的 。 近 段 时
间 ， 为 了 确 保 “ 共 享 食
堂”运营有序，她每天要
在店里忙碌 10 多个小时。

“江姐做事认真，从食
材品质把控，到收集客人
的反馈信息，一直亲力亲
为。有时，我们问她往食
堂 贴 了 多 少 钱 ， 她 总 说

‘大家满意就好’。”黄莉莉
告诉记者。

如何因地制宜打造乡
村公共服务空间？这也是
江杏飞时常思考的问题。
这 两 天 ， 她 在 忙 完 工 作
后 ， 经 常 会 去 “ 共 享 食
堂”附近的小山坡逛逛。

“我想利用那边一幢房
子屋顶的闲置空间，打造
一家‘共享咖啡馆’，名字
暂定为‘星空咖啡’。”江
杏飞向记者透露，以后，
村 民 和 游 客 在 “ 棠 云 栖
江 · 共 享 食 堂 ” 打 卡 之
余，可以到那里喝咖啡、
仰望星空，共享乡村休闲
时光。

打造乡村公共服务空间
让村民游客共享B

青春放歌
启新程

““以菜换餐以菜换餐””的村民的村民。。（（陈章升陈章升 郑行娜郑行娜 摄摄））

““棠云栖江棠云栖江··共享食堂共享食堂””外景外景。。（（陈章升陈章升 郑行娜郑行娜 摄摄））

本报讯 （记者王晓峰 通讯
员罗校校）“最近几天我们一直在
联系老人家属。获悉老人已脱离
危险，醒了过来，我们总算放心
了！”昨晚，余姚公安通报了一件
关于“救命”的暖心事——老人
意外落水，门卫马上跳水救人，
群众及时伸出援手，民警持续进
行心肺复苏，合力上演了一场生
死营救！

事情发生在 6 月 14 日 19 点左
右 ， 在 余 姚 泗 门 镇 湖 心 江 路 附
近，一名七旬老人在路边摘菜时
不慎落水，命悬一线。

“有人落水了！大家快来帮
忙！”正在值班的泗门派出所门卫
诸建平听到河边传来的呼救声。
他急忙跑过去查看，发现一名老
人正在河里扑腾。

诸建平立即跑到河边，纵身
跃入水中，朝着落水老人方向奋
力游去。与此同时，周围热心群

众也伸出了援手。
拽住对方后，诸建平又努力

往岸边游，并将老人托举上岸。
岸 上 群 众 也 一 起 发 力 ， 一 托 一
拉，合力将老人救上了岸。

“可能是落水时间有点长了，
当时老人的情况非常不好，气息
十分微弱。我们真担心出现意外！”
诸建平说，派出所就在附近，得
到消息的增援力量很快赶来。

时间就是生命。民警单飞夫
发现老人情况不妙后，第一时间
为其进行心肺复苏。经过几分钟
的紧急救援，老人开始缓慢恢复
自主呼吸。

随后民警将老人抬上警车，
在车上持续为其进行心肺复苏。
同时，由同事驾车，拉响警笛，
一路向医院疾驶
而去。

所幸救援给
力，并且送医及
时，目前老人的
情况正在好转。

七旬老人意外落水
警民合力上演生死营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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