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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卫群是土生土长的宁波人，每周
二上午，她都会在“阿婆课堂”上准时开
课，教阿婆们学宁波话。从最简单的字、
词，到稍复杂一些的问候语，再到宁波本
土的童谣谚语，她循序渐进，用诙谐幽默
的白话翻译宁波话。每天早上，她还会
在群里分享一句宁波话。“学习宁波话要
日积月累，字词积累多了，平常多练练，
语感很快就有了。”何卫群对学宁波话有
自己的一套。

目前，“宁波老话段位赛”每季度开
展一次，作为阿婆们学习宁波老话的阶
段性成果展示。在何卫群的带动下，越
来越多的新宁波人加入其中。从学宁波
话开始，爱上宁波这座城。

值得一提的是，这款台历中不仅有活
动的精彩记录，还有明年社区活动的预
告，大家可以“按图索骥”，参加社区活动，
更好地融入社区，绘就精神共富蓝图。

当天，金谷社区还摆出了宁波“金银
彩绣”刺绣品展示区，“带娃阿婆”林惠燕
向大家介绍了这项非遗技艺。林惠燕15
岁开始接触刺绣，18岁在绣花厂正式学
习金银彩绣。2014年，“金谷绣娘社”成
立。第二年，这群绣娘们耗时5个月完成
的作品《鱼戏莲叶》首次走出国门，亮相
中韩文化交流活动。如今，她们依然活
跃在社区，每周开设刺绣课程。借助“紫
城路·共创计划”，她们还走出社区，将她
们的刺绣技艺传授给更多的社区居民。

这些阿婆在享受社区带来的服务和
活动的同时，也通过“阿婆巡逻队”“反诈
宣传员”等志愿服务岗位，积极参与社区
基层治理。下一步，金谷社区将充分利
用社区资源库，通过党建联建单位打造
更多服务场景，让阿婆们在“我们的家
园”发挥银发力量。

记者 薛曹盛 通讯员 章媛 田贞贞

让来自五湖四海的“带娃阿婆”

融入“我们的家园”
“这些都是我

们参加过的活动，
社区太贴心了，把
这些都记录下来
了，还做成了台
历，翻翻看看挺有
意思！”12 月 4 日
上午，鄞州区潘火
街道金谷社区中
物科技园广场上，
社区“带娃阿婆”
们正在领取属于
她 们 的 定 制 台
历。一张张精美
照片，记录了“带
娃阿婆”党建联建
服务项目一周年
的精彩瞬间。

在金谷社区有一群特殊的“带娃阿
婆”，有200多人。她们大多是来自五湖
四海的“老漂一族”，因为照顾孙辈来到宁
波。但因为语言不通、文化差异等，这些
老人很难融入宁波。

去年11月，金谷社区正式启动“带娃
阿婆”服务项目。社区联动周边“朋友
圈”，推出“乐学·阿婆课堂”“乐享·阿婆空
间”“乐活·阿婆出行”“乐居·阿婆花园”等
四大服务内容，为“随迁”阿婆们提供一系
列定制化服务。其中，“阿婆课堂”在共建
单位的助力下，推出一系列特色课程，有
学说宁波话、智能手机教学、非遗文化大
讲堂等，深受好评。

在去年底举办的“宁波老话段位赛”
中，新老宁波人欢聚一堂，来了一场宁波
话PK赛，现场笑料不断；去年9月，在

“阿婆讲大道”茶话会上，大家带着家乡
特产，为家乡美食代言。一张张照片，又
勾起了“带娃阿婆”的回忆。“这样的活动
应该多办办，现在社区好多阿婆我都认
识了”“基础的宁波话，我都能听懂
了”……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地讨论起来，
现场气氛很热烈。

启动“带娃阿婆”服务项目

“带娃阿婆”融入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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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挥银发力量

活动现场，大家在一起合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