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单亲妈妈的背篓里，盛满了一座城的善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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甬企赴广交会抢订单拓市场：
“不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
是关键策略
凌波

盆栽蓝莓火了，但别种了个寂寞
贺成

漫画漫画 严勇杰严勇杰

让孩子“梦想成真”
是AI进校园的正确打开方式

从今年3月开始，23岁的单亲
妈妈青青（化名）成了一名外卖骑
手，她背着两岁半的女儿小圆，穿
梭在宁波市北仑区柴桥街道的大
街小巷。“只要能跟女儿在一起，苦
一点没关系。”她的故事见报后，各
路温暖向这对母女汇聚。而青青
只肯接受闲置物品，她说“大家都
不容易”。

4月16日《宁波晚报》

单亲妈妈青青的背篓里，既装
着生活的希望，也盛满了一座城市
的善意。社区网格群化身爱心驿
站，网格员深夜送来婴儿辅食；20
多名骑手做后盾，主动为青青分担
订单；童装店敞开无偿衣橱，挂出

“圆宝宝专属衣架”；甚至连外卖箱
都成了“移动托儿所”……一个母亲
负重前行的背篓，就这样变成了以
网格化、精准化方式丈量城市文明
的量尺。

这场始于陌路的温情接力，恰
是中国式温暖的生动注脚。社区第
一时间通过柴桥街道助联体服务
站，为青青申请了北仑区慈善救助；
北仑区委社工部、北仑区总工会、北
仑区教育局等多部门积极为青青寻
找救助帮扶方案；美团启动“袋鼠宝
贝”计划”……制度性保障与市井善
意交织的守护网，托住的不仅是一

个摇晃的背篓，更是“弱有所扶”的
社会承诺。正如青青婉拒全新衣物
时那句“大家都不容易”，这份将心
比心的共情，让钢筋水泥的城市有
了最柔软的质地。

从杭州持续 15 年的“爱心冰
箱”，为环卫工人、保安和老人们提
供免费早餐，到深圳“喜憨儿洗车
行”7年发展28家店，助400名智力
有障碍的员工就业；从郑州暴雨中
包子铺老板撕下价目表，喊出“包子
不卖，谁饿了就拿”，到火出圈的宁
波“共享奶奶”，连接起“朝阳”和“夕
阳”，为社区内双职工家庭的孩子提
供接送服务……这些流淌在街头巷
尾的暖意从未停歇。它们见证着社
会治理从“救济”到“共济”的进化：
政府部门精准施策织就保障网，企
业履行社会责任搭建爱心桥，而每
个普通人随时准备伸出温暖的手
掌。就像北仑为残障人士打造的

“15分钟就业圈”，既授人以渔又解
燃眉之急，让善意既能雪中送炭，亦
可细水长流。

在这个春天，背着女儿送外卖
的年轻母亲或许还不曾察觉，她背
篓里沉睡的小圆，正被整座城市的
臂膀轻轻托举。那些看似微小的举
动，都在诉说着同一个答案：真正的
文明，不在于楼宇的高度，而在于俯
身守护弱者的温度。

4月15日，第137届广交会在
广州琶洲国际会展中心开幕。宁波
交易团全三期参展企业近1600家，
展位超过4000个。面对外部环境
的冲击，不少宁波外贸人意识到“不
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而集结大
量新兴市场客商的广交会，恰是他
们拓展“朋友圈”的好机会。

4月16日《宁波晚报》

宁波外贸的发展，从来都是在
克服困难挑战中前进的，越是风高
浪急之时，越要保持定力，以自身的
确定性应对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
用勇气与智慧赢得市场。

尽管外部环境复杂严峻，不确
定、不稳定的因素增多，但外贸稳中
提质的发展趋势，没有改变。今年1
月至2月，宁波进出口总额达2338.8
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7.4%，创历史
同期新高，充分彰显了外贸韧性与
潜力。

面对风云变幻的外部形势，重
压之下的外贸企业并没有退缩，都
在“各显神通”，以变应变，积极调整
策略，优化渠道，开拓市场，“不把鸡

蛋放在一个篮子里”成为许多外贸
企业的关键策略。

在全球供应链加快重组的背景
下，宁波外贸企业的“朋友圈”也在
重塑。过去，美国市场占据许多企
业出口的“半壁江山”，但如今，加快
开拓新兴市场成为共识。今年前两
个月，欧盟超越美国，成为宁波第一
大贸易伙伴，宁波对非洲、共建“一
带一路”国家及中东欧国家进出口
额同比增速均为两位数。

内外贸一体化发展，积极构建
多元化市场，既是立足当下复杂
多变的市场环境，更是长期布局
的必要举措。“不把鸡蛋放在一个
篮子里”的底气，是练好内功，提
高产品核心竞争力，集中精力做
好自己的事。这样，才能化危为
机，减少对单一市场的依赖，开拓
多元化市场。

关税冲击下，全力以赴稳外贸
的担子，已经落在宁波这座全国外
贸第五城的肩上，外贸人绝少抱怨，
更多的是期待，更多的是办法。正
如宁波外贸人所说，“总会有办法，
总能解决好，信心不能动摇”。

当下，年轻人最喜欢在阳台上种
啥？种多肉植物、辣椒、小番茄已是
过去时，今年的新顶流是盆栽蓝莓。

4月16日《宁波晚报》

盆栽蓝莓到底有多火，从报道可
见一斑：记者近期走访甬城花木、水
果批发市场以及线上线下平台时发
现，今年春季，以“蓝莓自由”为口号
的盆栽蓝莓热迅速席卷消费市场，
宁波果品批发市场一天可销售盆栽
蓝莓近 3000 盆。淘宝数据显示，3
月盆栽蓝莓成交量同比暴涨 246%，
销量超 100 万株。此外，不少宁波
网友在社交平台上展示自家阳台、
办公区已开花挂果的盆栽蓝莓，宣
称即将实现“蓝莓自由”。

究其年轻人为何沉迷种蓝莓，原
因显而易见就是为“情绪价值”买
单。与多肉、花卉不同，果蔬盆栽兼
具实用性与社交属性。年轻人通过
种植蓝莓、番茄、辣椒等作物，既满足
对健康食材的需求，又通过分享成长
过程获得社交认同。种植蓝莓的热
潮背后，是都市人寻找“慢生活”的路
径之一。

在如今快节奏生活的时代，用养

育绿植来缓解工作、生活的压力，无
可厚非。但是，热潮之下，也当有些
冷思考。道理很简单，种植蓝莓本质
上是一门技术活，并非商家所宣称的
那样，一旦轻信“零基础可种”，而没
有一定的心理准备，特别是缺乏技术
储备，恐怕到头来注定种了个寂寞。

盆栽蓝莓火爆暴露出的问题，需
要消费者理性看待营销噱头，选择适
合本地气候的品种，提前学习养护知
识，同时更需要产业端着眼大局长
远，加强技术推广，规范市场宣传，让

“蓝莓自由”不止于概念，而是真正融
入日常生活。

毕竟，盆栽蓝莓的走红，是都市
农业与消费心理碰撞的结果。从技
术到情感，从市场到个体，这场“蓝色
风暴”能否持续，取决于产业能否平
衡商业冲动与用户真实需求。这个
过程中，商家和消费者都需要补一
补课。此外，虽说“蓝莓自由”的真
正意义，不在于果实产量，而在于种
植过程中，那份对自然的亲近与对
生活的掌控感，但商家与消费者之
间一旦丧失“以诚相待”，由此衍生
的农产品创新与消费新场景的潜力
都将提前终结。

“20年后，我想当一名演员！”近日，镇海区崇正书院601班学生王晨当着
全班同学的面，不好意思地说出了自己的梦想。在同学们的欢呼声中，王晨
转身看到了20年后成为“演员”的自己，不禁惊呆了——时髦的发型，帅气的
五官，嘴角露出一抹迷人的浅笑……这是发生在该校601班语文课上的一
幕。在连续两节语文课上，班上学生都看到了20年后“想成为的自己”！而
用AI帮孩子“梦想成真”的，正是他们的语文老师施珊珊。

4月14日甬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