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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宝之前对换拖鞋、系鞋带
这类动作始终无法理解，很排斥
做这些事情。”李华指了指鞋柜上
摆放着的孩子的鞋，“所以为了方
便起见，我给他买的鞋都是一脚
蹬、按扣的款式。”

言传身教多年后，最近，小宝
放学以后进家门的第一件事就是
主动换拖鞋，也愿意去执行李华
说的一些动作，这让她重燃信心。

除了行为上的规范，李华最
大的心愿是希望孩子能进行正常
的社交。有时看到学校老师的来
电，她会本能地感到紧张。

“站在老师和其他同学的角
度，小宝就是个问题不断的孩
子。”李华万分无奈又迷茫，“他无
法对他人的情绪产生进行直观感
知，在与同龄人交往时产生了许
多误会与摩擦。我向其他家长道
歉的次数，多到数不过来。”

既然小宝在情绪认知上存在
缺陷，那就靠后天来学习。

李华在家做了各类情绪认知
卡片：大笑的嘴巴配着“开心”标
签，皱起的眉头标注着“生气”。

“现在他看到我抿嘴，就知道该停
止吵闹了。”孩子点滴的进步都给
了李华极大的宽慰。

与此同时，社会上的力量也
在源源不断地注入这个小家。甬
尚慈善社会组织为李华提供定期
的心理辅导，舒缓压力；几家爱心
企业为李华提供了善款和慰问
品；宁聚公益基金会得知李华的
近况后也在积极对接……

“如果非要许个愿，希望社会
能像接纳左撇子一样，接纳这些
特别的大脑，这样我也会感到轻
松一些。”李华望着正在埋头画画
的小宝说。 记者 王悦宁

通讯员 麻钧晢 王茜

诊断结果就像一把双刃剑，
既解开了谜团，也带来了沉重负
担。从那天起，李华的生活只剩
下了两件事：照顾孩子、赚钱。

李华的前夫几年前因意外身
亡，她自己的父母远在河南老家，
身边并无可依靠的亲友。因此，
她既要赚钱养家，也要照顾小宝。

作为保险业务员的她，手机
备忘录里永远并列着两条日程：
周末早上7点送小宝去医院做行
为干预治疗；9点去见客户；下午
4点陪孩子做社交训练；晚上8点

打包次日要售卖的水蜜桃。
小宝的医药费、生活开销等

各项必要支出，每个月近 1 万
元。高额的花销让李华一刻也不
敢停下脚步。“除了做保险业务，
卖茶叶、卖油焖笋、卖桃子，我都
做过。”

对李华而言，工作赚钱并不是
最难的。“最困难的是他服药期
间。”李华轻声说。治疗多动症的
药物会让小宝情绪失控，有一次他
把家里所有的洗衣液全部倒在床
上、客厅里。

时光倒流回2017年，彼时3
岁的小宝，表现出远超同龄人的
语言表达能力与动手创造能力，
无需思考就能自编故事情节并完
整地讲述，搭建的积木造型总是
别出心裁。李华为此很骄傲。

但这份喜悦很快被困惑所取
代：小宝和其他孩子一起玩捉迷
藏时，游戏已经过了好几轮，可小
宝愣是一动不动，躲了一个下午，
直至幼儿园空无一人。

“第一次接到老师电话说孩
子‘不合群’时，我还以为是小题
大做。”李华苦笑着回忆。

直到省妇儿医院的诊断书上
赫然写着“阿斯伯格综合征”，李
华才意识到：原来孩子异于常人

的表现，源于他独特的大脑构造。
阿斯伯格综合征作为孤独症

谱系的一种，患者往往智商正常
甚至超常，但在社交和行为上存
在明显困难。正因为如此，小宝
虽然拥有高智商，却无法理解“捉
迷藏已经结束”这样的社交暗示，
也始终无法理解，进家门换拖鞋
的意义何在。

有时同学和小宝开玩笑，小
宝却没办法理解什么是玩笑，和
同学起了多次争执。

李华叹了口气：“老师说他‘不
听话’，同学叫他‘怪胎’。他的身
边充斥着的都是不理解的声音。
但我知道，他只是用不同的方式看
世界。”

每天，家住鄞州区首南街道和顺家园的单亲妈妈李华
（化名），总要蹲下身耐心地告诉 10 岁的儿子小宝（化名），
进家门要换拖鞋。这个看似平常的叮嘱，自从小宝被确诊
为阿斯伯格综合征伴多动症的那天起，她已经重复了 1500
天。她用无尽的耐心和坚韧，诠释了母爱最深沉的模样。

“进门换鞋”的叮嘱
她重复了1500天

在传统与创新的平衡上，周氏母女
有着自己的“方法论”。工坊里，既有传
统鲜肉粽、蛋黄肉粽，也有近年研发的梅
干菜肉粽等新品。这种“守正出奇”让非
遗粽子始终保持新鲜感，“梅干菜肉粽推
出后，就成了市场上的‘爆款’。”周亚萍
说，“制作技艺坚守传统，馅料口味紧跟
潮流，才能让传统美食焕发新生。”

陈时吉从小在粽子香气中长大，对
妈妈的手艺赞不绝口。大学毕业后，她
毅然回到家乡，投身这份事业。作为年
轻创业者，她拓展销售渠道，线上通过淘

宝店、直播宣传非遗制作技艺；线下与小
微企业合作、设摊展销宣传。她有着朴
素的愿望：“宁波不仅有好吃的汤圆、年
糕，还有美味的粽子，我想让全国人民吃
到、看到，将这份非遗美味发扬光大。”

端午渐近，当陈时吉的直播镜头再
次对准母亲包粽的双手，千万网友看到
的不仅是一只粽子的诞生，更是四代人
对传统的守望——那片青青粽叶里，裹
着的是时光沉淀的味道，也是非遗传承
的温暖密码。 记者 吴丹娜

通讯员 谢镜迪 林毅 赵婷

这份非遗美味的传承，离不开周亚
萍母女的坚守与创新。57岁的周亚萍
作为第四代传承人，将家族传承的粽子
制作技艺发挥得淋漓尽致，从选料、制
作到出品，每一个环节都严格把控。29
岁的女儿陈时吉则负责线上线下销售，
用年轻人的智慧与活力为传统美食注
入新动能。

上世纪90年代，周亚萍跟随姑姑在
上海经商，凭借味道绝佳、用料扎实的粽

子打开市场。如今，她已将全部技艺传
授给女儿，一家人齐心协力投身粽子事
业。在端午销售旺季，周亚萍每天凌晨4
点便开启忙碌模式，洗粽叶、腌糯米、切
猪肉，为包粽子做足准备，8点准时开始
包制，一直忙碌到中午12点，有时一天
仅睡 4 小时。即便如此，面对每天约
2000个粽子的生产任务，她依旧干劲十
足，预计端午前后，线上线下销量将突破
5万个。

“从太奶奶那辈起，我们家粽子就讲
究‘三稳三实’：手稳、料稳、火候稳，米
实、肉实、味道实。”周亚萍边演示边说，
整套动作做一遍，耗时仅30秒。

如今，这份坚守化作每日2000只粽
子的生产量。端午临近，这个星期，工坊
的订单已突破3万个，从新疆的戈壁绿
洲，到江西的烟雨江南，再到繁华的北京
都市，都有食客钟情于这份来自宁波的美
味，“一拆开粽叶就能闻到新鲜粽肉香”。

“三姐农家粽”之所以备受青睐，源
于其对品质的极致追求。精选农家自种
糯米，颗颗饱满、米香浓郁；搭配以特制
调料精心腌制的鲜肉，咸香入味。传统
工艺的匠心制作，让每一口粽子都饱含
原汁原味的乡村风味。在线下门店热销
的同时，线上销售也同样火爆。电商平
台数据显示，每日都有数百份粽子礼盒
通过快递发往全国各地，将这份端午美
味传递到千家万户。

凌晨4点，在慈溪市龙山镇潘岙村“三姐农
家粽”的制作场地，57岁的周亚萍已经忙碌开
了。粽叶的沙沙声、糯米的香气，构成了这家
非遗工坊独特的“晨曲”。

作为宁波市级非遗项目“龙山农家粽传统
制作技艺”第四代传承人，周亚萍的双手每天要重复300余次包粽动
作：粽叶叠成漏斗状，铺上三层糯米，夹入秘制腌肉，压实捆紧。

宁波非遗粽香
飘向全国

四代传承的手工味道“圈粉”无数

他不是“怪孩子”，只是与众不同

“超人”妈妈的双线作战

从绝望到希望，爱是永不放弃

●守正出奇

●传承创新

●原汁原味

“ ”

转角
遇到味

周亚萍和女儿陈时吉周亚萍和女儿陈时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