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社区老人凭卡免费领取
“零里粥铺”试营业啦

6 月 25 日，海曙区白云街道宝
善社区“零里粥铺”试营业。65周岁
以上老人（户口需在宝善社区）可到
宝善社区党群服务中心领取粥卡，
周一至周五的每天早晨 7:30-8:
30，凭粥卡可以在“零里粥铺”免费
领取一碗粥。

一碗白粥，熬得恰到好处，清澈
如玉，细腻柔滑；配上爽口的榨菜，一
碗下肚，暖胃暖心。“感谢社区、志愿
者为我们老年人的付出。这粥煮得
很好吃，米特别好。”一位尝过的居民
赞不绝口。

粥是由宝善社区的“潮管家”志
愿服务团队为居民们精心准备的。
宝善社区“潮管家”成立于2012年6
月，现在的负责人是59岁的老党员戴
国萍。他们出现在社区的每个角落，
打破邻里之间的壁垒，全龄教育、文
明创建、志愿服务……处处都有他们
的身影。

每天早晨6点前，“潮管家”的志
愿者就开始忙碌地淘米、熬粥。他们
熬粥所用的大米，来源于星火公益社
会组织扶持的稻谷种植项目。从选
种、种植到收割、销售，这一系列过程
不仅为贫困地区的村民提供了就业
机会，还有效提高了他们的收入。从
稻谷到大米，再熬制成白粥，最后由
志愿者送到老年人手中，整个流程充
满了公益的温度。

“‘零里粥铺’不仅为居民提供美
味的早餐，更成为社区老年人交流聚
会的温馨场所。大家在这里相聚，分
享生活的点滴。粥铺已然成为连接
居民与社区的桥梁，让大家深切感受
到自己是这个温暖大家庭的一员。”
宝善社区党委书记曹亚琴说。

据介绍，这个位于宝善路夏禹
路路口的粥铺，之前是一个漂流书
屋。现在，在粥铺的后面，仍然提供
图书供大家阅读。白粥与书香的交
融，传递出社区的和谐与温馨。“有
句话说得好，脚步无法抵达的地方，
书籍可以引领我们前往；爱心难以
触及的角落，公益的力量可以渗
透。”曹亚琴说，这碗看似简单的白
粥，体现的是“人间烟火气，宝善幸
福里”的社区理念。

记者 林伟 通讯员 王晗 周兴宜

郑挥，原名郑济侨，祖籍宁
波市鄞州区东钱湖镇，1930年
4月出生于上海，1945 年参加
革命，1949 年加入中国共产
党。1981 年调鄞县（现 鄞 州
区）工作，1990 年在原鄞县经
济委员会（现鄞州区经济信息
化局）离休。

听郑老说，他小时候家境较

好，父亲是上海一家印刷馆的经
理，家中共有7个兄弟姐妹，他
排行第五。1940年下半年，时
年18岁、已参加抗日队伍的大
哥，在父亲的全力支持下，全家
合力创办了抗日进步刊物——
《海藻文艺丛刊》。当时才10岁
的郑挥成了一名小小的“文艺骨
干”。

最近，95 岁的鄞州
区离休老干部郑挥在家
中找到了一本《东钱湖
殷家湾郑氏家族资料》，
又将他的思绪牵回到年
少时光。从抗日战争的
炮火声中成长的孩童，
到奔走各地的战地新闻
工作者，一张张黑白照
片，一段段字里行间，书
写着老人对党忠诚、为
民奉献的家国情怀。

社区老人在领取白粥。

95岁老党员忆往事
永存心间

集邮、著书，铭记历史

郑挥从小就喜欢集邮，在战
火纷飞的年代，这个爱好不得已
被中断。改革开放后，他又重拾
这项爱好。

经历了战火，郑老铭记战争
带来的痛苦，离休后研究民间信
客和邮政史，共收藏有1600枚抗
日战争以及解放战争相关的主题
邮票。他的家中有一个专门陈列
邮票的柜子，按照不同时间和人
物标注好，分类放入文件夹，像

“中国战区日本投降签字典礼纪
念”邮政特戳等，意义非凡。据郑
老介绍，这些邮票大多是从古玩
市场淘回来的，有的还是从朋友
那边置换过来的。

除了邮票单品，郑老还收藏了
各类实寄封（已经寄递的信函封套
或其他邮政用品的总称），反映了
抗日战争时期的信息交流。

“原本从上海寄信到宁波只需
要1天到2天，当时却需要两个多
月才能收到。”郑老说，别看这些只
是一张张小邮票和一封封信件，背
后承载的是来之不易的胜利果实，
这种坚韧、不屈不挠的精神应当代
代相传。

为此，30多年来，郑老笔耕不
辍，经常写些回忆文章缅怀过去，
著有《红色抗战史》《近代宁波邮史
探略》等。2019年底，他的著作《民
信局与信客史料考略》被列入国家
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并出版，在业界
引起轰动。

如今，郑老依旧耳聪目明、思
维清晰，十分健谈，还在继续创作。

他说：“我将不忘初心，尽自己
的能力去记录历史，激励教育后
人，这是我写邮史、写革命史的初
衷。”记者 徐丽文 通讯员 陈武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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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
爆发后，该刊被迫停刊，郑家兄
弟姐妹相继奔赴抗日前线或转
入地下斗争。大哥郑慕贤（原名
郑济良）是兄弟姐妹中最早去苏
北参加新四军的。1945 年 12
月，他通过大哥郑慕贤的介绍，
经地下交通员引路，前往苏北华
中军区参谋处参加了新四军。
出于保密，也为了保护家人安
全，从那时起，他把自己的名字
改为郑挥，随后进入华中建设大
学学习。

1946年，华中建设大学并
入山东临沂的一所大学，郑挥与
400名同学一起步行北上，遇上
下雨，道路泥泞湿滑，花了四五
天时间才走到目的地，进入文艺
系新闻班学习专业知识。同年，
他被分配到大众日报社从事摄
影与照相制版工作。1948年，

调至鲁中南报社、前卫报社工
作。至今，郑老还珍藏着当时的
一些旧照，比如他的工作照以及
为其他新四军战士、左联作家梁
文若等人拍摄的照片。

“战争年代的报社，不像现在
有固定场所。那时候我们办报，
一有情况就要马上转移，并无固
定地方，而且要尽快埋藏好照相
制版器材、印刷机器等物资，确保
不落入敌手。因此，在战火中生
存并坚持出报，条件十分艰难，我
们几乎每天都在奔走，时不时身
边就有战友倒下了。虽然很难，
但幸运的是，我最终还是挺了过
来。”郑老一边回忆，一边掰着手
指说，除了郑家5个兄弟姐妹，还
有他的大姐夫沈正光、二姐夫叶
里和大嫂袁粹英，也是坚定的抗
日战士或地下党员，一家人共有
8人是离休干部。

战地新闻工作者

进步刊物的“文艺骨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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