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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孙肖） 新的一
周恰逢中伏开启，但宁波的天气
并非“热”字当头。记者昨天从
市气象台获悉，受台风残余低压
系统影响，本周前期雨水频繁，
高温暂时“隐身”，至 8 月初晴热
将再度回归。

今明两天，我市将迎来明显
降 水 过 程 ， 部 分 暴 雨 局 部 大 暴

雨，沿海海面更将刮起 9～11 级
大风，沿海地区和高海拔山区风
力也有 8～10 级，内陆地区 6～8
级。市气象台提醒市民注意防范
强降水和大风带来的不利影响。

在雨水的持续影响下，7月底
前我市高温暂时“退避三舍”，最
高气温维持在 30℃～33℃之间，
体感较为舒适。不过这样的凉爽只
是暂时的，随着 8 月初副热带高
压的回归，预计 8 月 4 日起我市转
为多云天气，午后雷阵雨增多，
最高气温也将攀升至34℃～36℃。

本周“雨打头阵”

前期多雨后期转晴热

记 者 杨绪忠
实习生 黄彦嵘 祁姬榕

日前，江北区一家咖啡店店
主乐先生致电宁波民生 e 点通新
闻热线，讲述了他和伙伴救助一
只受伤白狐的故事。

7 月 13 日 18 时左右，位于江
北文创港宝龙天地的“残花”咖
啡厅突然来了位“不速之客”：它
看上去像条狗，但通体雪白，步
履蹒跚。

“一开始我们以为是某位顾客
走失的宠物犬，没想到竟然是一
位‘稀客’！”乐先生回忆，这个
小家伙个头不大，竖着尖耳朵在
店门口徘徊，黑亮的眼睛怯生生
地 打 量 着 周 围 ， 有 明 显 求 助 之
意。仔细观察发现，它每走一步
都微微摇晃，右后腿不敢着地，
一瘸一拐，显得十分痛苦。

乐先生和另一位合伙人袁女
士轻轻靠近，看清它尖细的吻部
和身后那条毛茸茸的大尾巴时，
吃了一惊——这不是一只狗，更
像是一只狐狸。

袁女士拨打 110，之后联系
了宁波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及野

生动物保护协会寻求专业帮助。
经工作人员初步鉴定，这只

白 狐 并 非 本 地 物 种 ， 原 产 于 北
方，但不是野生动物，应是人工
繁殖的。这个关键信息为后续救
助扫清了障碍：这种人工养殖的
白狐未列入国家保护动物名录，
按照现行法规，个人可对其进行
收容养护。

有了“身份认证”，小白狐被
小 心 翼 翼 地 装 入 铺 着 软 垫 的 纸
箱，送到宠物医院治疗。拍片检
查结果显示：这只幼狐的腿部有
陈旧性骨折，自行愈合中严重错
位，且骨折点恰好位于关键的关
节部位。

主治医生阮医生说：“从牙口
看，小白狐才三个半月大，如不
进行专业手术矫正，它将面临终
身残疾的命运。”

接下来的手术很顺利，小白
狐也有了自己的名字“小花”。

记者查阅资料获悉，白狐，
又称北极狐，其最显著的特征便
是一身洁白浓密的毛发，通常栖
息在冻原、苔原等寒冷干燥的环
境中，在温暖湿润的南方城市宁
波出现实属罕见。

7 月 26 日中午，乐先生给记
者打来电话，说“小花”伤势恢
复得不错。“待‘小花’伤愈后，
我打算把它养在咖啡店里，相信
小家伙会给我们带来好运！”乐先
生乐呵呵地说。

受伤白狐闯入咖啡店
店主携手医生暖心治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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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 者 沈孙晖
通讯员 计怀斐 朱涵 徐立栋

昨天清晨，镇海招宝山这座小城还带
着点“睡意”，城河西路电影院东侧“共富
宝盒”里的一间钟表摊已开门迎客。64岁
“盒伙人”周幼琼的一天，准时开始了。

73岁老主顾许华珠趁着出门买菜的工
夫，将一块52年前买的老“梅花”表递到
周幼琼手里：“阿姐，这表又到保养的时候
了，还得靠你的‘细功夫’。”其实，许阿
姨全家老小的表，一直都是周幼琼“包
圆”的。

周幼琼点点头，熟练地把那块磨得温
润的放大镜卡住右眼窝，俯身凑近小小的
表盘——这姿势，她一摆就是46年。专注
的眼神，微微佝偻的身影，仿佛她本身就
是这座小城里的一座计时塔……

时针拨回到 1979 年。
彼时，高考落榜的周幼琼背

着父亲传下来的修表家什，从北
仑大榭岛的太平村，一脚踏进了
镇海城关。

“荒年饿不着手艺人”，揣着
这句老话，她在西长营弄附近支
棱起一个简陋的小铁皮棚，门上
刷了几个字“太平钟表店”。

修表是一门精细活。
上世纪八十年代的镇海，手

表 是 宝 贝 疙 瘩 ， 谁 家 的 “ 上 海
牌”“梅花牌”要是“生病”了，
都急着找周幼琼“治疗”。

一块表拆开有上百个零件，她总
能准确揪出毛病，镊子灵巧地一拨一

挑，停摆的时间便“流动”起来。
虽然条件艰苦，但周幼琼那

小铁皮棚前，等着修表的人总是
不少。“那时全是泥巴路，客人来
修表都得踮着脚走。我有时就带
块木板，铺在棚子门口。”

一次，有名渔民因为手表进
水停摆，连第二天出海的心思都
没了，连夜冒着大雨赶来。周幼
琼一边安慰，一边连夜修理，熬到
凌晨 3点，终于把表修好了。看着
渔民欣喜的眼神，她心里清楚地掂
量出了这门手艺的分量——

修修补补，不只是为了混口
饭吃，更是替街坊四邻守着那份
拥有心爱之物的踏实和欢喜。

泥路上的修表“开篇”

在 光 阴 流 转 的 “ 嘀 嗒 ” 声
中，手表渐渐不再是稀罕物，电
子表、石英表也“时髦”起来。

随着镇海城区统一规划，周
幼琼那个简陋铁皮棚也“升级”
了——搬到附近一个新划定的固
定摊位，虽然还是铁皮棚，但敞
亮 了 不 少 ， 有 了 像 模 像 样 的 门
脸。周围还聚齐了修拉链、配钥
匙、改衣服等“铁皮棚邻居”。

“修修补补的摊位都归拢到一
起 ， 城 里 看 着 整 齐 ， 老 百 姓 方
便，我们生意也旺了。”周幼琼换
了一张新修表台，买了盏更亮的
节能台灯。丈夫顾伟奇也辞了工
作，过来帮她。“夫妻档”肩并
肩、伏案修表的身影，成了铁皮

棚里的一道风景。
螺丝刀、加油笔、镊子⋯⋯

修表台上的“老伙计”一直码得
整整齐齐，但随着年月变迁，旁
边也悄悄“挤进”了各种型号的电
池，还有各式各样的时髦表带。那
些年，周幼琼虽然主要修的还是机
械表，但心里头有了“危机感”：

“石英表、电子表又好看又方便，
我也得学会看、学会修，不然人家
以后就不来找我了。”

周幼琼校准心里的“表盘”，
不断学习新手艺，跟着时代发展
的步伐，“走时精准”走到了今
天，“但不管表怎么变，修表的道
理始终如一，心要静得下，手要
稳得住”。

城里变了样，她守着老行当

今年，周幼琼的铁皮棚迎来
第二次“变身”：搬进了街道打造
的街头“共富宝盒”。

作为首批入驻的“盒伙人”
之一，她把自己的“宝盒”拾掇
得格外用心，除了修钟表，还搜
集了老物件进行展览，像个小小
的“时光博物馆”，常有年轻人好
奇地来这里拍照打卡。

“早先修表是为了糊口，现在
是真舍不得这门手艺，舍不得这
些老熟客啊。”周幼琼说，她的儿
子从小在修表台边长大，如今也
能独当一面了。“等我做不动了，
他愿不愿意接摊位，都随他。”周
幼琼说得很坦然。

46 年 来 ， 周 幼 琼 修 好 的 钟
表，能堆满好几个仓库。她修的
是表里的零件，念的是心头的老
情分。

她也看着街坊们的生活从愁
“ 有 没 有 ”， 变 成 了 琢 磨 “ 好 不
好”，更看着镇海从轮渡时代跨进
了地铁时代。“以前从北仑家里来
镇 海 城 关 ， 得 坐 船 。 现 在 地 铁

‘嗖’一下，十来分钟就到了！”
从泥泞路边的小铁皮棚，到

冬暖夏凉的“共富宝盒”，周幼琼
店铺的每一次变迁，都是这座城
市拔节生长的刻度。而她修复的
每一块钟表里，也藏着一段段温
热的旧日时光。

铁皮棚的又一次“变身”

记 者 王佳辉
通讯员 李嘉伟 周梦璐

金贤芳

近 日 的 一 个 上 午 ， 9 点 刚
过，“00 后”青年金潇川就已经
在他的慈城木工工作室内忙碌起
来。他仔细整理木料，调试工
具，为晚上江北区青年夜校的木
工课做准备。“给初学者上课，
锯子、凿子必须选圆角、钝刃的
款式。”他一边打磨着手中的木
料，一边笑着解释，“要把安全
隐患降到最低。”

金潇川和木工的缘分，始于
宁波技师学院求学时期。那时他
学的是模具专业，却“总觉得少
了点兴趣驱动”。2017 年，学校
组建世界技能大赛集训队，他立
刻报了名。“一来是从小就爱捣
鼓木工，家里的旧木凳都是我拆
了又装的。二来也想换个赛道，
避开模具专业的激烈竞争。”他
说。

他选择挑战的是世界技能大
赛的精细木工项目。该项目要求
极高，选手需要完成复杂形态的
赛题，包括解读和绘制加工图
纸、进行图纸放样、精准测量、
精细切割木料、制作多种榫卯接
头、拼接部件、表面处理和安装
工件等。

选择了新赛道，意味着从零
开始的艰苦付出，为期两年的集
训对金潇川来说充满挑战。从学
着握锯子到精准把控榫卯间隙，
金潇川每天从早上 7 点半练到晚
上 9 点，手上磨出的水泡数不胜
数，最终凝结成一层厚厚的老
茧。

这份汗水最终浇灌出丰硕的
成果：求学期间，他接连斩获第
46 届世界技能大赛浙江省和宁
波市选拔赛精细木工项目双冠
军、第一届宁波技能大赛精细木

工项目学生组冠军等荣誉。
在众多参赛经历中，“思创

营造—2019 保国寺古建筑博物
馆传统木作竞赛”尤其令他难
忘。“考官随机挑选了些保国寺
已朽坏的门窗让我们修复。我们
抽中了一个很难修复的窗户。”
金潇川回忆道，他们没有气馁，
决定挑战用技术复刻一扇千年前
的 保 国 寺 窗 户 ，“ 经 过 一 周 时
间，我们最终夺得团体第一名的
好成绩”。

回顾这段成长历程，金潇川
感慨良多：“从求学时的技能竞
赛补贴，到返乡创业时的场地协
调，再到如今青年夜校课程的邀
请⋯⋯我的成长历程离不开老师
和亲友的一路关注与支持。”家
乡的扶持就像精准咬合的榫卯，
稳稳托住了他逐梦的脚步。

怀 着 这 份 感 恩 ， 2021 年 毕
业后，金潇川前往上海实习，参
与青少年木工课程研发。次年，
他带着经验与思考回到宁波，创
办了“岭川木艺”品牌。

“一开始接些橱柜定制的活
儿，后来发现很多家长希望孩子
能接触传统手艺，就慢慢转向木
工兴趣教学了。”金潇川说，他
的木工课颇受欢迎，“孩子们在
打磨木料时能够沉下心来，有效
锻炼专注力和动手能力”。

如今，金潇川活跃在宁波多
个角落：在中小学劳动技术教育
课上，他教孩子们用木片拼搭小
书架；在今年刚开班的江北区第
二期青年夜校里，他手把手指导
学员制作榫卯灯笼⋯⋯

“很多人觉得木工是‘力气
活’，其实并不完全对。”金潇川
补充说，“如果课程以放松和创
造为目的，体力就不是门槛，有
许多女性也纷纷参加我的木工课
程。”在他看来，亲手做出一件
作品是最好的解压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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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张璐 仇龙杰
通讯员卢群力）“奶奶，金团为什
么在印糕板上粘住了呀？”前天，
海 曙 古 林 镇 “ 蜃 蛟 米 食 共 富 工
坊”内，11 岁的陈泽宁向工坊负
责人、“宁波阿嫂”陈亚芬求助。
现场，60 个亲子家庭沉浸在传统
米食制作的欢乐氛围中。

此次活动是甬派、宁波民生
e 点通推出的暑期公益活动，旨
在推广传统米食文化。

“好好吃呀，这是我第一次吃
金团。”陈泽宁吃着自己做的金
团，兴奋地说。“以前他对老底子
美食不感兴趣，今天边做边吃，
喜欢得不得了。”看着儿子吃得高
兴，一旁的父亲陈立也很开心。

金团要做得好吃，可没那么
简单。陈亚芬说，糯米粉和粳米
粉混合比例得掌握好，这样揉出
来 的 金 团 外 皮 才 既 柔 软 又 有 韧
性。“馅料就更不用说了，我们独
创的苔菜馅，大朋友、小朋友都
喜欢。”她骄傲地说。

据介绍，“蜃蛟”米食是古林
的传统美食品牌。2015 年起，古
林镇每年举办一次米食节，以推动
当地米食产业的发展。2023年，在
海曙区市场监管局的指导下，“蜃
蛟米食共富工坊”成立，不仅对生
产场所进行了规范化改造，生产
工艺、管理等也有了章程。共富

工坊顺利领取了食品生产加工小
作坊登记证，生产制作能力提升
了，产品品质也有了保障。

共富工坊积极拓展销售渠道，
借助微信朋友圈、甬派商城电商
平台、“大表哥”团队直播带货等
新兴模式，扩大品牌影响力。

60 岁的陈亚芬如今带领村里
10 余 名 妇 女 组 成 “ 米 食 匠 人
队”，承担小作坊的运营。此次活
动为共富工坊米食推广带来了新
思路。

后续，主办方还将带领 200
名孩子走进工坊，亲身感受传统
米食的魅力。

推广传统米食文化

“宁波阿嫂”带娃做金团

共富工坊借助甬派助农团队
直播带货，扩大品牌影响力。

（仇龙杰 摄）

咖啡店中的白狐咖啡店中的白狐。。（（受访者供图受访者供图））

周幼琼周幼琼。。（（朱涵朱涵 沈孙晖沈孙晖 摄摄））

金潇川金潇川。。（（李嘉伟李嘉伟 王佳辉王佳辉 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