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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在宁波 看见文明

■我的 故事有有礼礼

一场跨越千里的
温暖传递

“呜——”随着一声悠长而响亮
的鸣笛，一辆满载着爱心与温暖的货
车缓缓驶出，向着遥远的新疆库车市
伊西哈拉镇中学进发。这辆货车不
仅承载着物资，更承载着慈溪市龙山
汽配有限公司和慈溪市维赛尔新教
育实验学校两家单位的深情厚谊。
他们共同为那里的孩子们准备了
320条暖心冬被和320条暖心床褥，
希望在这个寒冷的冬季为孩子们带
去温暖。

据了解，新疆库车市伊西哈拉镇
中学创办于1976年，如今，这所学校
已拥有1400多名学生，其中320名
学生在校住宿。然而，由于天气寒冷
及学校锅炉供暖设备效果不佳，该校
宿舍的温度普遍偏低，给住宿生的日
常生活带来了不小的困扰。

2024年11月初，一个偶然的机
会，刚从龙山镇挂职结束回伊西哈拉
镇工作的党委委员、武装部张部长来
电闲聊中说起这个情况，慈溪市慈善
总会龙山分会联合这两家单位迅速
响应，立即展开行动。

经过10天的漫长旅程，12月2
日，货车将这份充满爱心的物资送
抵伊西哈拉镇中学。为了表达对两
家爱心企业的感激，学校的师生们
特别组织了一场盛大的捐赠仪式。

“感谢慈溪远道而来的叔叔阿姨记
挂我们，在这寒冷的冬天，你们的被
子温暖了我们的身体，也温暖了我
们的心。”住宿学生代表满怀感激地
表示。

汽配公司的金云康对记者说：
“观察到孩子们在接过棉被时开心的
表情，我感受到了一种类似秋季农人
收获时的成就感。能够为他们提供
援助，我感到欣慰。”

维赛尔实验学校的负责人金灵
丽动情地说：“不论我们身在何处，无
论相隔多远，我们的心始终紧密相
连。我们将像石榴籽一样团结一致，
共同克服生活中的种种困难。”

一场跨越千里的温暖传递，为伊
西哈拉镇中学的孩子们送去了温暖，
更传递了社会的关爱与正能量。

记者 吴丹娜 通讯员 赵婷

Handi回忆说，11年前自己初
到宁波，就对这里的许多美食赞不绝
口，但每次用餐时，桌上摆放的那双
筷子却让他感到困惑，“传统的印尼人
吃饭很少用筷子，使用勺子是有的。”
但是为了保持菜肴的卫生以及尊重中
国传统文化，Handi很快就“入乡随
俗”，并逐渐适应这一新习惯。

有意思的是，随着时间的推移，
Handi慢慢发现，中国人不但喜欢使
用筷子，而且开始“流行”起了公筷。
作为一名深爱中国文化的“老外”，他

时常主动练习使用公筷，“一般来说，
白色的是公筷，比较长；黑色的是私
筷，比较短。”他总结说。

慢慢地，他开始欣赏这种用餐方
式带来的卫生和尊重，甚至开始主动
向其他外籍友人“安利”起了这一聚
餐新时尚，同时倡导“光盘行动”。

“说到筷子，其实我也提倡大家减
少使用一次性餐具，不管是个人还是
商家。”Handi表示，自己平时出门还
会携带不锈钢筷子，我希望用自己小
小的力量来保护世界，感恩世界。

使用公勺公筷

一个“老外”眼里的

年底入境游

市场趋旺，大街小

巷的“洋面孔”多

了起来。在宁波

扎根多年的印尼

小伙Handi，与一

波波外籍友人相

聚过程中，正迎来

一场场别开生面

的聚餐新时尚。

这场发生在中国

餐桌上的时尚“主

角”正 是—— 公

筷。

民 以 食 为 天 ，食 以
安为先。2022 年 10 月 1
日起，《宁波市公筷使用
规定》正式实施，这是全
国首部关于公筷使用的
立法，标志着宁波在推
动餐桌文明、保障公共
卫生方面迈出了坚实的
一步。

《规定》全文9条，700
余字，虽简短却精炼，它
不仅定义了公筷的范畴，
还清晰地界定了消费者
和餐饮服务提供者的权
责义务，为解决公筷使用
中的实际问题提供了有
力的法律依据，并设立了
相应的罚则，以确保规定
的有效执行。

在宁波这片充满活
力的土地上，来自印尼的
Handi不仅迅速融入了当
地的生活，更以开放的心
态和积极的行动，成为了
中国餐桌新风尚——使
用公筷的倡导者和实践
者。他的故事，如同一股
温暖的风，吹拂着每一位
外籍友人的心田，激发了
他们对中国文化的浓厚
兴趣与尊重。

从 中 ，我 们 看 到 了
文化的力量，它超越了
国界，让人们在共同的
餐桌上找到了共鸣与和
谐。Handi 的经历，不仅
是 他 个 人 的 成 长 与 蜕
变，更是宁波这座城市
开放包容、文明进步的
一个缩影。

记者 谢舒奕

今年5月，Handi迎来了来自印
尼老家的旅游团，团中有许多他的亲
人。聚餐中，他特意准备了公筷，并
向大家介绍了这一中国餐桌上的新
风尚。眼下正值年底时段，他跟外籍
朋友聚餐的次数多了，还会兴致勃勃
地讲述自己适应公筷的过程，以及这
一习惯背后所蕴含的文化意义。哪
怕偶尔回到印尼老家，Handi在聚餐
时依旧会使用公勺公筷，“好像已经
成了习惯。”他说。

Handi的分享引起了大家的浓
厚兴趣。许多外籍友人表示，他们愿
意尝试使用公筷，以更好地感受中国
文化、融入中国环境。

如今，在宁波的聚会餐桌上，公
筷已经成为了一种新的时尚。而无
形中，Handi这位来自印尼的青年，
也成为了这场餐桌革命的重要推动
者。他的经历，将激励更多的人去探
索和适应不同的文化，共同推动世界
的多元与和谐。

入乡随俗，他学会了使用筷子

聚餐时使用公勺公筷已成了习惯

1

2

聚聚 尚尚餐餐新新时时

HandiHandi（（站立者站立者））跟家人聚餐也用公筷跟家人聚餐也用公筷。。

孩子们收到了暖心冬被孩子们收到了暖心冬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