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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墙上这些照片都是爱心献血者，其
中有一些标注了‘百次献血’，他们就是
我们的百次献血明星，意味着他们至少
扎了100针。小朋友，你们扎过针吗？要
扎100多针，你们觉得他们勇不勇敢？”

8月18日上午，在宁波市无偿献血
科普教育基地内，宁波市中心血站的工
作人员带着来自北仑区的一个参观团，
逐步探索了血液的奥秘和献血的相关知
识。该参观团由北仑区红十字志愿服务
指导中心组织，共有25名市民参与，其
中有小学生、初中生、大学生，还有献血
者和志愿者。

9岁的张妤琪即将上小学三年级，
听说要参观无偿献血科普教育基地，她
兴奋得早上4点多就醒了。在科普教育
基地内，还没正式开始参观，她就迫不及
待地东张西望起来：“今天我终于可以知
道爸爸平时说的献血到底是怎么回事
了！”

伴随着血站工作人员深入浅出的讲

解，参观者们对血液的作用、输血的历
史、血液的制备和保存、献血的要求、献
血者的风采等都有了新的认识。整个参
观过程中，参观者们接二连三地向工作
人员提出自己的疑问，工作人员都耐心
地一一作答。

即将上大学的范伊萍不久前刚献过
血，她说自己的高中同学里献过血的人
还很少，她觉得献血是一件很有意义也
很光荣的事情。“我以前只知道可以献全
血，今天参观后了解到还可以献成分血，
以后我打算试一下献成分血，并把献血
这件事一直坚持下去。”

在参观团中，贺子然小朋友的观后
感尤其深刻。她爸爸是一位百次献血明
星，以前她经常陪爸爸献血，但对献血的
作用还不是很了解。“我知道献血可以治
病救人，但不知道是怎么治病救人的，刚
刚听了讲解员阿姨的介绍，我好像知道
了。而且我还知道了原来我爸爸这么厉
害，献了一百多次血，这是很少有人能做

到的。”
北仑区红十字志愿服务指导中心主

任李甬江介绍：“每年暑假，我们都会组
织市民参观宁波市无偿献血科普教育基
地，市民报名非常踊跃，而我们会优先安
排献血者的子女参观。因为这些小朋友
对献血的好奇心特别强，通过参观可以
解开他们心中的很多疑惑，并在他们心
里播下一颗奉献的种子，长大后也参与
到传递爱心的队伍中来。”

据了解，宁波市无偿献血科普教育

基地是我市首家以无偿献血为主题的科
普教育基地，基地位于宁波市中心血站
内，融合“互联网+”思维以及图文科普、
多媒体互动、VR虚拟现实等前沿科技，
不仅能向大众多方位、多视角地展现内
容丰富、寓教于乐的献血知识，同时还能
让宁波博爱奉献的献血故事“借帆远
航”，是推动血液文化展示、传播与传承
的有效平台。作为公益性的科普基地，无
偿献血科普教育基地对全体市民免费开
放。 记者 吴正彬 通讯员 周颖

■甬城献血

“原来我爸爸这么厉害！”
这个科普教育基地让他们对献血有了新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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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能留住客人的心？
宁波民宿开启“PK模式”

入住一家民宿，你最关心的是什么？什
么样的民宿才能留住客人的心？

8月20日，“浙韵千宿·甬乡百宿”主题
大赛在江北慈城举行，来自全市的近50家
民宿亮主题、晒情怀、秀技艺，开启“PK模
式”，脱颖而出的民宿将代表宁波参加省赛。

活动现场，参赛民宿通过PPT精彩呈
现，让民宿的功能定位、主题口号和特色活
动有趣、有品、有名；参赛主人通过深情讲
述，介绍开办民宿的初心情怀、心得体会，一
个个有故事、有热情、有进取心的“灵魂”扑
面而来。

其间，大赛还通过“一桌家宴”“一个特
色活动”“一份伴手礼”“一组服务记忆”“一
项技艺展演”等环节，展示民宿主人的个人
特长、技艺绝活和服务特色。

“希望通过这次大赛，进一步推动全市
民宿做好在地化融合和品牌化提炼，深化

‘甬乡百宿’文化底蕴，扩大‘甬乡百宿’影响
力，打造乡村旅游新亮点。”市民宿经济促进
会会长朱建国说。

据悉，从最初的零星散落到如今的遍地
开花，从单一的住宿功能到多元化的体验服
务，民宿已成为展示浙江美丽乡村形象、传
承地方文化的重要窗口。近年来，抓住乡村
旅游兴起和“微度假”模式走红机遇，我市出
台《关于加快推进乡村旅游发展的苦干意
见》《关于加快民宿经济发展推进农旅文深
度融合的意见》等政策文件，不断促进精品
民宿培育和民宿集聚发展。

目前，全市共有登记民宿1500余家，其
中，国家等级民宿两家，省等级民宿137家
（白金6家，金宿19家，银宿112家），省文化
主题民宿8家、非遗民宿5家，市叶级客栈
56家。累计认定象山花墙、东旦，宁海前童
古镇、汶溪翠谷，奉化大堰、岩头，余姚仰天
湖，江北慈城，海曙龙观等34个市级民宿产
业集聚区。 记者 谢舒奕

今年的理论宣讲活动，特别组织
了训练营，由导师带队分成5组，就新
质生产力、保障和发展民生等主题进
行分组蹲点调研。他们深入一线，下
到基层，通过集体创作，涌现了一批优
秀的宣讲作品，用小故事讲好大道理。

“荷合队”带来的蹲点调研作品
《古韵今风：陈进士埙的时空奇缘》
说的是南宋官员陈埙的穿越故事，
颇具喜感。

剧中，陈埙不慎跌入走马塘的

一个荷塘，穿越到现代，与现代青年
相遇，展开一场古今文化的交流碰
撞。最后，由宣讲员郑偲“反串”的
陈埙最终“开悟”：泱泱华夏文化，有
一代代青年们赓续文化血脉。

宣讲员们穿上汉服，戴上进士
帽，相当用心。为了呈现完美的作
品，小组成员倾注了大量心血，创作
剧本就花了两天时间，四易其稿。
他们还实地调研了走马塘、宁波博
物馆、带梦胡同等，将自己对传统文

化的感悟融入节目中。
“宣讲员们有活力，宣讲形式多

变，内容贴近群众，贴近实际，贴近
人心，打破了大家对理论宣讲的刻
板印象。”浙江省基层宣讲名师、鄞
州区委党校高级讲师孙伟儿在点评
环节提到，每一位宣讲员都有自己
的特色，有的还自带才艺，让他们看
到了不一样的宣讲。

记者 薛曹盛 王悦宁
实习生 吴眉育 文/摄

有烟火味，更有青春气！
这个青年理论宣讲集中展示活动很接地气

如何让党的创新理论讲
出“青春气”，撒播“星星火”？
8月 20日下午，“后浪·鄞铃”
青年理论宣讲集中展示活动
在鄞州区东柳街道辖区春晓
中学开讲，来自鄞州区的 15
位青年宣讲员，深入贯彻学习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从
小切口出发，用接地气的语
言，阐述大主题，诠释新一代
青年的梦想与担当。

这些宣讲员来自各行各业，有勤勤
恳恳的人民教师，有扎根一线的基层干
部，还有怀揣梦想的高校学生……他
们结合实际讲理论，以真挚的情感和
生动的表达，让宣讲的声音深入人
心，传递出强大的力量。

“我办理的小事，其实是群众的
大事。”来自鄞州区市场监管局的王
杰用3个不同身份，讲述青年干部如
何在基层服务群众。他诙谐幽默的

讲述，让现场笑声不断，最后一曲改编
版的《上春山》更是为他赚足了人气；
来自鄞州区综合行政执法局的00后
选手刘恩海总结出为民办实事要做好
的三件事，“走烂一双鞋、说破一张嘴、
守住一颗心”；来自下应街道的徐子洋
则用幽默风趣的语言讲起“为民办实
事”的秘诀——“我帮您问问”。

宣讲员徐佳妮，用一张小小的
机票，让我们看到现代化进程中东

西协作、山海共情的中国方式。“5年
前，我选择奔赴云南省普洱市景东
彝族自治县，在那里驻村、支教；5年
后，当我又一次回到云南，我惊喜地
发现，从昆明一路高速，不出5小时
便能到达景东县城……”

宣讲员周嘉俐则从170多岁的
庆安会馆出发，讲述了向海而生、知
难而进、搏击风浪、抱团共进的宁波
籍海内外人士的故事。

从平凡故事里讲理论

用小故事讲好大道理

宣讲现场宣讲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