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爱中华 迎亚运 我们的村运”旱地冰壶体验赛近日火热开赛，参与体验的青少年们在了解旱地冰壶的比赛规则和使用技巧后，分成多组
投入到比拼中。

记者 黄婷 通讯员 周璟 严缘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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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方合力 让防台更有温度
□朱季

为 应 对 今 年 第 6 号 台 风
“卡努”，连日来，定海各地各
部门提前部署，积极做好防汛
防台各项工作。这期间，一道
道忙碌的身影不断汇集，一个
个令人暖心的故事悄然上演，
让防御台风有速度更有温度。

随着台风的脚步越来越近，
白泉镇柯梅村村民王阿伯的梨
园里还有大量翠冠梨因售卖渠
道有限，陷入销售困难。定海区
融媒体中心“阿拉来帮侬”栏目
记者得知后，第一时间伸出援
手，线上与“定海山”工作人员同
步跟进，在各粉丝群、社区团购
群发起爱心助农活动，并联合电
商平台拓展销路。活动一经发
布，定海各地爱心人士纷纷热情
下单，仅 1 天不到，就有近千斤
翠冠梨售出。笔者了解到，目前
翠冠梨还在不断加购，这份爱心
也还在延续。众人齐心合力，不

仅帮农户解决了燃眉之急，更是
让定海这座城市爱心涌动、温暖
加倍。

来的是台风，留下的却是
暖心。为了防御台风，全区上
下闻“风”而动，应“汛”而为，
大家纷纷用最坚毅的行动、最
温暖的情感牢牢守护我们的
家园。交通、水利、市政等部
门积极巡查水库、河道、码头
等，及时消除安全隐患；各镇
街工作人提前检查避灾安置
点，对所有物资进行清点、维
护，对缺失的物资进行配置，
确保台风期间随时启用；广大
志愿者积极走访独居老人，巡
查居民小区低洼地段，疏通清
理下水道污泥……

风雨同舟、携手同行！笔
者相信，只要大家众志成城定
能打赢这场防台硬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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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爸爸妈妈上班忙，我去爱心暑期班”

“慈行无忧巴士”公益暑期班受欢迎
本报讯（记者 尹倩倩 王胜

通讯员 张帅）近日，定海中大街

迎来一批身穿红马甲的小志愿

者，他们在青年志愿者的带领下，

了解这座城市的历史文化，并用

自己的行动扮靓城市环境。这一

公益行动，源于“慈行无忧巴士”

公益暑期班。

“慈行无忧巴士”是市慈善总

会同心互联网分会面向我区新居

民家庭、义工子女家庭、低保低边

家庭、退役军人家庭和事实无人

抚养儿童家庭，推出的公益暑期

班，为的就是解决这些家庭子女

暑期“看护难”问题，并通过精心

设置课程，丰富孩子们的暑期生

活。现年13岁的杨晟来自于军人

家庭，父母工作都很繁忙。他说，

通过上午的古城观学活动，让他

对第二故乡有了更深入地了解，

还培养自觉保护身边环境的良好

习惯。

“慈行无忧巴士”暑期班共三

期，自7月 18日开班以来每15天

为一期，设置了党史学习、应急

救护、安全教育、公益活动、方言

学习等课程。“在‘双减’背景下，

我们抛开作业辅导，围绕‘安全、

乐学、成长’开设丰富多彩的托

管服务课程，让少年儿童在寓教

于乐中，培养开拓创新思维、根

植爱国情怀，引导和帮助他们度

过一个安全、健康、有意义的假

期。”市慈善总会同心互联网分

会秘书长谢欣南说，暑期班的

“老师”都是面向社会招募的青

年志愿者，每周开设五天课程，

从上午8时30分至11时 30分，下

午 2时 30 分至 5时 30 分结束，将

惠及全区70余户家庭。

本地翠冠梨滞销 众人助农渡难关

□记者 陈超

眼下正是翠冠梨成熟上市的

季节，白泉镇柯梅村工作人员近日

找到栏目记者，称村民王阿伯想赶

在台风“卡努”影响前抢收翠冠梨，

但因售卖渠道有限，陷入销售困

难，希望栏目能帮忙拓展销售渠

道，帮他渡过难关。

8月 1日下午，记者立即前往

柯梅村了解具体情况。走进翠冠

梨种植地，一颗颗果实缀满枝头，

果农穿梭在基地里，忙着采摘。“我

今年种了4亩半，产量大概有1万

2千斤，现在还剩8千斤左右。如

果台风不来，能陆续摘 20 多天。

现在台风要来了，我们又是露天

梨，梨会被吹掉，影响很大。”王阿

伯告诉记者，他种植翠冠梨已有

10 余个年头，今年梨园也迎来了

大丰收，可没想到台风的到来不得

不提前抢收。

“我们柯梅村种植翠冠梨的农

户挺多的，种的面积也比较多。就

像这位王阿伯家里还有8000斤左

右，他平常就在农贸市场卖，销售

渠道有限，希望你们能帮帮忙。”柯

梅村工作人员王志龙说。

翠冠梨口感脆甜多汁，一直深

受消费者喜欢。记者和工作人员

仔细查看了翠冠梨的品质，并与王

阿伯协商了优惠价格，决定以 45

元/5 公斤、25 元/2.5 公斤的价格

售卖。记者还在线上与“定海山”

工作人员同步跟进，在各粉丝群、

社区团购群发起爱心助农活动，爱

心人士纷纷热情下单。

为了实现翠冠梨推广效果的

最大化，8月2日上午，记者又联系

了定海区农合联电商部负责人朱

文军一起前往王阿伯家。“我们检

查了一下，翠冠梨甜度还是不错

的，而且他们在打包的时候，依次

做筛选，品控做得不错。几分钟之

前，我在助农群里发布了这次助农

信息，已经陆续销售10多箱了。”朱

文军开心地告诉记者，他们有电商

平台和直播间，之后也可以通过电

商直播的方式帮助售卖，希望能为

这次助农活动献一份力，同时让更

多消费者吃到地道的本地农产品。

经过 10 余个小时的吆喝，栏

目记者帮助王阿伯售卖了近千斤

的翠冠梨。在王阿伯家，大家一起

帮忙分类打包，一个个翠冠梨又圆

又大，过秤之后装袋装箱。“我们装

箱子里的梨每个最小都有半斤以

上，给顾客的只多不少，绝不会缺

斤少两。”王阿伯的妻子钱阿婆边

打包边介绍道。

记者与钱阿婆确认完翠冠梨订

购数量后，考虑到老两口配送力量有

限，便将打包好的翠冠梨分类贴好标

签，给部分订购的粉丝送货上门。

截至目前，王阿伯家的翠冠梨还在

不断加购，这份爱心也在延续。在

此，记者邀请更多市民尝一口这清

甜脆爽的翠冠梨，助力本地农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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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感觉农村住着很舒坦，环境

也好，购物也方便，感觉不比城里

差。”在鲁诚看来，这处占地约

1000 平方米三毛儿童公园，内设

秋千、沙驰、滑梯等设施，成了当

地孩子的乐园。

今年，庙桥村还借着东海百里

文廊小沙段建设东风，连点成线，

拓展延长乡村旅游产业链，全面展

示乡村人文历史及乡村形象，真正

实现宜居宜业幸福至，和美乡村入

画来。

以文促产
乡村发展势头足

坐落在庙桥村的三毛梦里茶

社日前开始试运营，这也是小沙街

道引进的又一新业态。走进该茶

社小院，一侧竹林、绿植等环绕，

给人以“静谧”的感觉。茶社内，

投影下的三毛剪影、部分以“三

毛”作品命名的茶品……“三毛”元

素的融入给茶社增添了不少艺术

气息。坐在洋溢着幽幽茶香的茶

社内，泡上一壶茶、摊开一本杂

志，细细品茗，静静感受“三毛”文

化，享受宁静小院带来的惬意时

光。

“之前也看过一些‘三毛’书

籍，《梦里花落知多少》《撒哈拉的

故事》等作品我都很喜欢，把茶社

取名‘三毛梦里茶社’，灵感也是

来自于《梦里花落知多少》这本

书。”说起在庙桥村开设这家与

“三毛”有关的主题茶社，三毛梦

里茶社主理人张惠娟告诉记者，除

了自己是“三毛”粉丝外，庙桥村

浓郁的人文情怀与文艺气息深深

打动着她。

“前几年因为经常到小沙这边

来进行工作上的交流，每一次到这

里我都感觉因为“三毛”文化元素

的融入打造，给整个村庄带来了新

变化，游客量逐年增加，也加快了

我在小沙开设一间茶社的进程。”

张惠娟说，自己希望将中国茶文化

传播给更多的人，也希望通过“三

毛”文化延长游客在小沙的停留时

间。“后续我们会在氛围布置、‘三

毛’元素体现等方面，适当做一些

调整，丰富产品内容、增加与游客

的互动，让游客身临其境感受‘三

毛’文化内涵。”张惠娟说。

三毛梦里茶社的引入只是庙

桥村产业发展的一个缩影。近年

来，庙桥村精耕“三毛”文化品牌，

按照“三毛故里 人文小沙”主题规

划，把发展文化产业作为富民增收

的关键，不断推进产业项目落地，

时光里特色产业一条街、“心忆空

间”文创集市、台爸王餐厅等业态

的引入，提升了小沙旅游功能的完

整性。

同时，庙桥村还瞄准时机，盘

活老旧闲置农房，民居院落改造成

特色书屋、精品民宿，在输出三毛

文化的同时进一步丰富村庄产业。

“我们目前已经对 14 间店面

房进行了外立面提升改造，为商家

进驻提供了良好的硬件基础。”据

小沙街道庙桥村相关负责人介绍，

下一步，该村也计划通过积极招商

引资，对接多家社会资本洽谈谋划

特色产业一条街的业态布局，拟打

造以“手作展陈空间+文化创意商

店+多功能互动空间”联动主题的

“共享创业”空间，并邀请非遗传

承人、传统手工艺人、大学生团队

等入驻，开发、展销特色文创产

品。同时探索“村集体+公司”的

合作路径，通过村集体投资固定资

产，社会资本运营的模式，加快村

级特色产业发展，推进乡村资产资

源的现代化经营，以产业宣传文

化，以文化带动产业，完善“三

毛+”文旅产业链，并通过合理划

分内部空间，形成以三毛文化为核

心的商业娱乐消费中心街，衍生节

庆派对、研学教育等旅游功能，提

高产业价值，“一站式”搞定游客

需求，带动小沙文旅品牌共建、产

品共推、市场共赢。

此外，该村也计划引进一家第

三方公司作为一条街项目主理人，

预期招引6家以上业态，每年新增

游客3万人次以上，辐射解决30人

次以上农村劳动力的就业问题，促

进村集体经济增收10万元以上。

以文赋能
“共富”道路添新彩

走进位于庙桥村的“心忆空

间”文创集市，一层的展示区内，

各种艺术衍生品琳琅满目，尤其与

三毛相关的纪念品比比皆是。在

另一侧，书签、杯垫、渔民画等一

件件画面清晰、色彩丰富、立体感

强的精美掐丝珐琅手工艺品也被

摆放在了显眼位置。这些作品的

制作者都出自庙桥村的妇女之手。

在工作区域，几名村民围坐在

长桌前，只见她们将柔软的铜丝按

照图案轮廓来掐丝勾边，用胶粘在

托盘上，再慢慢地将不同颜色的釉

料填充进花纹里，最后平铺晾干，

整个制作过程动作娴熟且细致。

现年50余岁的村民方彩珍去

年就在此工作，她告诉记者，原本

自己不知道掐丝珐琅技艺，经过

专业老师的指导和自己的练习，

如今她制作的手工作品还可以销

售给游客。“以前我在家里就是带

带孩子，闲下来也没什么事，现在

在家门口就可以学习景泰蓝掐丝

珐琅制作、织布等手工技术。”方

彩珍说，这些作品还可以寄放在

“心忆空间”销售，售卖后的钱由

作者和文创集市分成，想想就觉得

很开心。

去年，庙桥村依托“三毛文化”

品牌影响力，引入“心忆空间”文

创集市入驻三毛文化村，打造本土

化非遗文创产品，助力文化品牌创

新和延伸。同时，依托“心忆空

间”资源优势，打造“小沙女”共富

工坊。

通过开设“心忆课堂”，为辖区

闲赋妇女提供技能培训，提升她们

的劳动经济价值，辖区约有 20余

名女性实现家门口就业，人均增收

近1万元。如今，这个共富工坊还

成为了庙桥村文化礼堂、光华村文

化礼堂的“礼堂伙伴”，时不时将

各类活动送至各个礼堂，大大丰富

了活动内容。

随着“三毛”名人文化品牌影

响力的不断增强，越来越多的游客

慕名而来，庙桥村的人文优势不断

转化为经济效益，也拉动了村民家

门口的就业率，店员、厨师、保洁

员、讲解员等基本都是当地村民。

除了就业岗位的增加，三毛文化产

业链的拉动也让村里的民居变成

了“香饽饽”。

“我家的房子已建造有 30 多

年，本来打算自己整修，现在被村

里租去统一打造成民宿，装修得很

好，替我们省下了不少钱。”庙桥

村村民虞缀芬口中的民宿，是近年

来经村里统一打造的“晓梦里”民

宿集群，5套老旧的民居经过整体

规划、设计、施工，将三毛元素融

入其中，升级为集休闲、娱乐、餐

饮、住宿等功能于一体的多功能公

共服务场所，进一步壮大了当地文

旅产业。

不仅如此，村民们每年还将收

获几万元的租金收益，虞缀芬说，

每每提及如今的幸福生活，村民们

总有止不住的笑意。人文优势发

展下的乡村，也让村民的幸福生活

清晰可见。

▲上紧接第1版

让幸福生活“触手可及”

“家门口”纳凉晚会
点亮市民夜生活

本报讯（记者 黄婷 通讯员

王诗妤 林红波）城东街道小洋岙

社区五社联动纳凉晚会暨大洋岙

村文化礼堂“我们的村晚”近日举

行，在炎炎夏日给辖区居民送上

了一场纳凉文艺表演。

晚会在舞蹈《欢腾的新区》中

热闹开场，男声独唱、儿童合唱、

太极剑和古琴表演等多形式的表

演节目一一登场，赢得了现场观

众的阵阵掌声，蕴含着反诈骗、禁

毒等相关宣传内容的小品吸引了

观众们的目光，让大家在小品情

境中提升自身的反诈、禁毒意识，

以文明风尚迎接亚运会的召开。

节目中还穿插了越剧《碧玉簪》

《送信》、京剧《梨花颂》等广受老

年观众喜爱的传统戏曲节目，满

足了老年群众的观看需求。

晚会还设置了有奖问答环

节，现场的观众积极参与到亚运

等相关的知识问题中，将现场气

氛推向了高潮。“节目很丰富，我

们吃完饭下来扇着扇子看节目，

夏天的味道很足！”居民们在笑声

和掌声中度过了愉快的夜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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