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当天，共有来自附近天悦、天合、天水
等社区居民218人成功参与了无偿献血，
累计献血量65100毫升。活动组织方庄
桥街道工作人员陈西剑表示，这也是街道
自7月份以来，在辖区村、社区组织的第
六场无偿献血活动，6场活动累计共有
970 位居民成功献血，总献血量达到
290400毫升，献血人数和献血量均较去
年同期翻了两番。接下来还有一场于7
月23日上午在养正书院开展。

陈西剑说，以前街道献血点设置在街
道办事处2号楼，住得远一点的居民来献
血不是很方便。7月份他们调整方法，直

接把献血车开到村、社区，这样，很多原本
有意向献血但觉得不是很方便的居民就都
来参加了。

广泛深入的宣传发动也功不可没。
陈西剑说，很多村、社区都是工作人员带
头。比如东邵村村支书，今年已经50多
岁，他带头献血，村民们纷纷响应；天悦社
区书记和社区干部，符合条件的都带头参
与献血，也组织了四五十名无偿献血者。
7月份在庄桥掀起的这份无偿献血热潮，
也感染了很多市民，部分路过的市民也加
入了献血队伍。

记者 周皓亮 通讯员 周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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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血车开进村社区，工作人员带头！

庄桥街道7月献血量翻两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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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天上午7点45分，中体芯
锐运动城还没正式营业。广场上
三三两两的人，都朝着1号门方
向聚拢。“是去献血吗？往这里
走。”广场上有工作人员在指路。
待走进大门，里面人头攒动，一片
热闹场景。七八十人分成5组队
伍，井然有序地进行着填表、体检
和化验。

23岁的小穆看上去像个学生，
在队伍中格外显眼。他是附近商
户，前几天晚上在西卫桥村家里休
息时，村书记敲开家门，递给他一张
无偿献血的宣传单。小穆说，他很

早就有无偿献血的想法，但工作忙
没有合适机会，得知这次献血点就
在边上，于是早早起床赶过来了。

50多岁的盛先生是一名资深
献血者，当天献血400毫升后，在
现场帮助工作人员维持秩序。经
常有身边朋友问他，献血到底会不
会影响健康？身体壮硕的盛先生
都会回答：“如果献血有害，我献这
么多次，还能像现在这样吗？”盛先
生还是浙江省无偿献血荣誉证获
得者，在省内坐公交、去景点都免
费，“这让我感到非常骄傲，感觉自
己为社会尽了一份责任。”

村、社区工作人员带头 献血人数和献血量翻两番

7月21日早上6点38分，整座城市还在睡梦中，宁波市中心
血站的一辆献血车缓缓驶入江北中体芯锐运动城。稍后，江北区
庄桥街道要在这里开展一场无偿献血活动。

今年7月以来，庄桥街道献血工作不再局限于固定献血点，
而是将献血车开进村、社区，通过广泛深入的组织发动工作，辖区
居民参与无偿献血的人数几乎翻了两番，献血量也翻了两番。

献血车开进社区 居民一大早就来献血

“新中式潮”是文化自信的时代表达
孙维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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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暑假孩子的“手机自由”
需要智慧化解
王军荣

又到一年啤酒消费高峰季。
最近，宁波各大超市的啤酒货架上
悄然出现一批“不正经”选手——
信阳毛尖啤酒、龙井小麦啤酒、蜜
桃乌龙啤酒……这些贴着“新中式
茶啤”标签的饮品，正迅速成为年
轻人的新宠。

7月22日《宁波晚报》

龙井遇上小麦，毛尖融入麦
芽，茶香啤酒点燃夏日夜市……
眼下，“新中式茶啤”成为各大商
超新晋“C 位”，蜜桃乌龙、柠香单
枞、龙井小麦等口味频频出圈，不
仅俘获了年轻消费者的味蕾，也
刷新了人们对传统与现代融合的
认知。这股“喝”出来的国潮风，
正是“新中式”消费热潮持续升温
的一个缩影。

“新中式”，不是一个简单的消
费标签，而是一种审美自信与文化
认同的时代表达。从新中式茶饮、
新中式家居到新中式服饰、新中式
旅游，人们在越来越多的消费场景
中主动拥抱中国风、传承中国味、
展现中国美。这不是复古的回潮，
而是传统文化在新时代土壤中重
新焕发的生机，是文化自信在衣食
住行中的润物无声。

“新中式”的魅力，在于传统与
时尚的融合创新。“新”，是创新，是
赋予传统以现代语言的再表达。

“中式”，是根脉，是蕴藏其中的文
化底色。将茶香融入啤酒，是原材
料的创新，更是对中式生活美学的
一种演绎；将宋韵美学注入家居设
计，是空间功能的优化，更是生活
哲学的传承。与其说“新中式”产

品受追捧，不如说是年轻一代对文
化传承的新表达。

“新中式”的走红，是消费升级
背景下的文化回归。消费行为的
背后，是价值观的选择。从“买进
口”到“爱国货”，从“看标签”到“看
内涵”，消费者越来越重视产品背
后的文化价值和精神意义。在文
化自信持续增强、民族品牌蓬勃兴
起的背景下，“新中式”顺势而上，
不再是小众尝鲜，逐渐成为主流偏
好。一罐茶啤，满足了口味升级的
需求，唤起了消费者心中对东方文
化的亲近感与归属感。这种文化
认同感，是“新中式”持续火爆的根
基所在。

推动“新中式潮”越来越热，
还需产业与文化双轮驱动。热度
不等于长红，潮流不等于产业。
要让“新中式”成为持久风口，既
要守住文化的“根”，也要踩准市
场的“节”。首先，要鼓励企业在
产品设计上继续深耕传统元素、
注入现代创意，避免同质化、符号
化，真正让产品“形中有神、器中
有意”；其次，要强化品牌建设与
故事讲述，让消费者买的不只是
商 品 ，更 是 文 化 价 值 和 情 感 认
同；再有，要建立更完善的知识
产权保护体系，鼓励原创、保护
创意，让“新中式”成为可持续的
创新源泉。

此外，还应借助数字技术与传
播手段，让“新中式”更好地触达年
轻人。通过短视频、直播、电商平
台，将文化融入场景、内容与互动
之中，使之成为全民可感、可参与
的文化生活方式。

暑假里，很多家长都为孩子沉
迷网络苦恼，更有不少家庭为孩子
手机使用问题吵翻天。宁波大学
附属康宁医院儿少心理科胡长舟
主治医师介绍，手机使用问题往往
是亲子矛盾的一个焦点，在假期里
表现得尤为明显。

7月22日《宁波晚报》

一到暑假，平时被限制使用手
机的孩子就想实现“手机自由”，这
让家长很是苦恼：一边是孩子对“手
机自由”的态度坚决，一边是家长对
孩子过度使用手机的后遗症的恐
惧。因此，“手机自由”也成为许多
家庭暑期面临的最大问题。对待孩
子的“手机自由”的态度，考验着家
长的教育智慧，既不能简单禁止，也
不能放任不管，而应在理解孩子需
求的基础上，用科学的方式引导。

首先，应该正视孩子对“手机
自由”的需求。别一棍子打死，也
别放任不管，对孩子的“手机自由”
更不必视作洪水猛兽。要知道，孩
子对“手机自由”的执着，往往藏着
未被看见的需求。

其次，要改变“手机是祸根”的
思维。许多家长认为，如果孩子实
现“手机自由”，就会“沉迷堕落”，甚

至认为孩子的一些毛病，乃至抑郁
症都是手机惹出来的。可事实上，
恰恰相反，手机并不是让孩子抑郁
的病根。某种程度上，合理的网络
交友对抑郁症“康复”还能提供一些
助力。

再次，要科学解决孩子的“手机
沉迷”问题。家长不应简单地与孩
子争夺手机控制权，而是要用更丰
富的活动体验来吸引孩子，让孩子
在暑假有事可做，且做自己感兴趣
的事，自然而然地就会减少对手机
的依赖。家长不妨鼓励孩子多参与
社区志愿服务，在帮助他人中获得
价值感；尝试兴趣类活动，学些感兴
趣的技能，比如手工之类。当然，一
些孩子的自控能力相对较弱，针对
这样的孩子要按实际情况灵活管
理，其核心是让孩子感受到被尊重，
这样他们才更愿意主动遵守规则。

暑假本是亲子关系升温的契
机，不该将时间和精力耗费在“手机
管控”上。“手机自由”，从某种意义
上说，本质是“成长自由”——让孩
子在试错中学会平衡，在选择中懂
得责任。家长对孩子多一些信任、
理解和引导，让孩子学会正确对待
手机，而不是只盯着“手机自由”这
件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