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登科殿
塑造了现在的我！”

76岁“小弟”投身公益成为秀水“名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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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小邦和广仁街是有缘分
的。年幼时，他的母亲便是横河边
一家小店的营业员，横河上有一
座桥，连接着母亲工作的小店和登
科殿。

“那时候广仁街这里是半边
街、半边河，河边都是小店，什么
都买得到，登科殿则是大氏族用

来办红白事的地方。有很大的牌
匾，可气派了。我小时候就很喜欢
在这里玩，放学了，就和同学来桥上
打弹珠、抽陀螺，夏天就从桥上跳
水，有时还会走进登科殿里玩……”
说起童年，陈小邦好像有说不完
的话。

初二那年，陈小邦一家搬到了

登科殿。那时的登科殿已经改造成
为居住院落，门前的河也已填平，但
许是因为童年的影响，陈小邦对能
居住在这里开心极了。因为在家中
他是年龄最小的，在登科殿老墙门
的邻居中，他也是年龄最小的，所以
不多时，顽皮的他就被街坊邻里称
呼为“登科殿小弟”。

“半边街半边河”，记录他的童年1

“这是我微信——邦帮，意思就是陈小邦来帮忙。”第一次见到陈小邦，就能感受到他的热

情。今年他76岁，虽然早已退休，却依旧“火力全开”地投身志愿者工作，社区调解、安全巡逻、公

益故事会，不管住在哪里，他都带着一腔热情投身公益。说起这热情的源头，陈小邦告诉记者：这

和他居住在海曙区鼓楼街道广仁街登科殿51年息息相关。

从1964年到2015年，陈小邦
在登科殿住了51年。回忆起登科殿
的种种往事，街坊邻里互帮互助的
场景总是历历在目。

初中一个夏天的晚上，陈小邦
忽然发烧。一家人着急的神色被邻
居看见。询问原委后，邻居二话不说

推出了三轮车，“赶紧去医院，我送
你们去！”他们到医院时已是晚上
10点多。

后来，这位骑三轮车的邻居还
帮陈小邦带过儿子。像这样持续几
十年的邻里情还有很多，帮街坊搬
砖搭厨房、给邻里修水管、一起包饺

子过节……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
把陈小邦记忆中的老墙门晕染成了
一片暖色。

“其实邻里感情就是这么来
的，你帮我、我帮你，其实都是小
事，但慢慢就酿成了真感情。”陈
小邦说。

老墙门里互帮互助的氛围，成了他最深的记忆2

也许正是因为在这样的环境下
成长，陈小邦也成为了乐于助人的
人。退休后，陈小邦的儿孙都已成
才，他便全身心地投入到了志愿者
事业中。

当时鼓楼街道秀水社区成立了
故事团，他就到处搜罗身边的故事，
在秀水街区的老建筑里找寻那些历
史往事。“我当时帮社区做人口普查
志愿者，顺便就会到老宅子里面询问
那些老人，当时住这片的老人都认识
我。”每一块牌匾、每一道墙门名称的
来源，他都能说出一二。他说的故事

不但老年人爱听，小孩子也很喜欢。
除了说故事，他在矛盾调解上也

有一手。陈小邦印象最深的一次，一
位阿姨为了更多的赔偿，有了激进的
行为，甚至拿起了刀想轻生。危急情
况下，陈小邦紧急介入，因为过去的
交情，再配合他动之以情晓之以理，
阿姨终于把刀扔到了地上。“当时刀
掉到地上弹了起来，差点伤到人，还
好被我一把捞过去。”陈小邦说。

危机解决后，在陈小邦的努力
调解下，阿姨和赔偿者有了满意的
调解方案。阿姨最后跟陈小邦说：

“只有你说的话，我们都能听进去，
谢谢你了。”

陈小邦告诉记者，登科殿他住
了大半辈子，是登科殿塑造了现在
的他。如今陈小邦已经不住在秀水
社区，但在现在的居住地，陈小邦也
是一名优秀志愿者。对于搬离登科
殿，他有遗憾，但更多的是骄傲：“现
在这里修旧如旧，我能找到曾经的
印记，也看到了它的蜕变，它变得越
美，我就越自豪。”

记者 王昱汀 通讯员 徐慧 文
受访者供图

退休后，他成了“名嘴”3

安徽非遗鱼灯
“游”进宁波
文化特派员搭起
异地非遗文化走亲桥

为迎接传统佳节“龙抬头”，2月
25日晚，鄞州区东柳街道幸福苑社区
热闹非凡，社区企退负责人利用社会
组织平台积极搭建桥梁，由文化特派
员将安徽歙县徽州古城的非遗鱼灯引
入社区，给大家带来了一场视觉与听
觉的双重盛宴。

当天晚上，随着一阵阵喜庆的锣
鼓声，巨大的鱼灯以及星星点点的小
鱼灯在中兴路民法典公园惊艳亮相。
鱼灯的制作精美绝伦，这批大小鱼灯
出自安徽歙县县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
目汪满田鱼灯代表性传承人汪华武师
傅之手，汪满田鱼灯距今已有600多
年历史，鱼灯的“鱼皮”用结实的灯笼
布做成，长达3米的鱼灯重达10多公
斤，需要有一定杂技经验的壮汉才能
托举。鱼身由红、白、绿三色组成，鱼
鳍双面祥云翻飞，在“鱼肚子”里点上
蜡烛，鱼灯随着风闪烁着光影，在灯光
的映照下更显生动华丽。

鱼龙舞以民法典公园为起点，途
经企退人员服务站、非遗口袋公园、吾
心馆、樟韵坊、党群服务中心等多个党
建服务特色综合点，贯穿整个网格，每
到一处，都引来居民们的阵阵喝彩和
掌声。

摸摸鱼头，预示着年年有余、吉祥
如意、万事不愁，为此社区特别设置了
互动环节，居民们一边“摸鱼头讨彩
头”，祈求新的一年里能够带来好运和
财富，一边听科协工作者讲解科普徽
州鱼灯与徽州文化的“鱼水情结”。而
在“沾龙气交好运”环节，获邀的幸运
群众可以跻身龙身之下，近距离感受
龙和鱼的灵动与威严。

“这是社区探索跨地域、跨组织合
作模式的一次成功尝试，展现了社区
在社会组织资源整合方面的创新，为
社区的文化建设注入了新的活力。未
来，社区党委将继续深入挖掘社会组
织资源，打造个性化、可持续发展的氛
围化非遗街区，邀请文化特派员为居
民们带来更多丰富多彩的非遗文化活
动。”社区党委书记竺彭明说。

记者 王悦宁
通讯员 邵含芝 陆婧楠 文/摄

▲几年前，陈小邦加入文保
巡逻队，诉说“老墙门”的故事。

▲

登科殿旧照。

非遗鱼灯在宁波惊艳亮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