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斗门村村民正在生态洗衣房里洗衣服。 记者 张云霞摄

■本报记者 赵静

听闻朗霞街道有位身残志坚的
能人，不仅有一手维修各类电器的
技能，还是民族乐器的“忠实粉
丝”，修、拉、弹、奏样样在行。
他就是把兴趣爱好融入到创业之中
的杨建权。

二胡、板胡、三弦……近日，
记者走进朗霞街道杨家村位于黄小
线边的一家店面，见到一把把民族
乐器悬挂在墙壁上。“这些都是维
修好的乐器，等着主人来取呢！”
正忙着修理二胡的杨建权微笑着
说。

今年55岁的杨建权，2岁时
因患小儿麻痹症，落下了残疾。初
中毕业后，因行动不便，杨建权没
能继续求学。为了有一门手艺傍
身，杨建权拜师学习家电维修，并
于次年开了一家家电维修店。由于
技术高超，为人和善，杨建权的生
意十分红火。

谈起与民族乐器结缘的始末，
杨建权说，岳父是他的启蒙者与领
路人，“我岳父是一名文艺爱好者，
二胡拉得极好，是干家路村省级非
遗粗细十番乐队的成员。在岳父的
影响下，我也迷上了二胡。”

“《学习雷锋好榜样》是我用
二胡独自演奏的第一首曲子。”杨
建权回忆。闲暇之余，他会拉上几
首练练手，为工作解压。

上世纪90年代，经常有绍剧
团队来朗霞影剧院演出。有一

次，剧团里的电子琴损坏了，需要
尽快修理，经人介绍，找到杨建
权。一来二往，杨建权与剧团里
的器乐老师相识了，并由此结识
了不少民乐演奏行业的师傅。在
他们的指导和自身的努力下，杨
建权不仅学会了很多民族乐器的

演奏技艺，还学会了各种民族乐
器的维护与修理。

在朗霞及其周边的方圆数十公
里内，会维修乐器的人少之又少。
有一次，有位民乐师傅想修复一把
二胡，就请杨建权帮忙试一试，算
是“死马当作活马医”。“当时，能

否成功是个未知数。我根据别人转
述的二胡维修过程，再加上自己的
理解与琢磨，‘放手一搏’。出乎意
料的是，修好的二胡一拉，音色竟
然还可以。”提起初次维修二胡的
经过，杨建权喜不自禁。

经过多年的乐器修理实践，杨
建权的技术越来越好。每次，当一
把破损的二胡被“大卸八块”后，
经自己的手重新焕发光彩，杨建权
就十分开心。“二胡修复过程中，
蒙皮是关键的一步。不同的皮，效
果是不一样的。”杨建权说。

随着时代的变迁，家电维修行
业逐渐没落，杨建权的工作慢慢转
向乐器维修为主。另一方面，凭着
对电器件的精通，他又承接了一些
线路板加工业务。他说：“产品基本
上都是我自己设计。生意好的时
候，作坊里有30多名帮工。”

如今，杨建权在经营好生意的
同时，把更多的时间与精力投入到
器乐演奏及乐器维修方面，并在业
内小有名气，经常被邀请参加各种
文艺演出活动，还获得过不少奖
项。他不仅是朗霞街道的文艺户，
也是残疾人文艺活动的带头人，为
活跃朗霞街道残疾人文化艺术贡献
了力量。

杨建权：

巧手“修”出人生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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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赵晓晨

早上6点，伴随着声声鸡鸣，
鹿亭乡中姚村徐徐“醒转”，村民
们也陆续现身。村口的垃圾分类指
定投放点，身穿红背心的党员志愿
者姚银良早已等着前来投放垃圾的
村民。

“这是可回收垃圾，放蓝色的
桶。”“这是有害垃圾，要放红色的
桶。”……在姚银良的指导下，村民
们有序将手中的垃圾分类投放。直
到上午8:30，垃圾清运车将分类后
的垃圾统一收运，姚银良的志愿服
务工作才告一段落。

在中姚村，这样的垃圾分类投
放点一共有3处，全村20多位党
员志愿者就成了垃圾分类的指导
员。他们分上午、下午两个时段，
帮助村民做好垃圾分类工作。自
2017年开始，中姚村就着手开展
垃圾分类，并在2020年被评为宁
波市垃圾分类先进村。姚银良说：

“垃圾分类不仅是环境保护的重要
举措，更能推动全村人养成文明习
惯，为文明建设贡献力量。”

2023年，中姚村投资30万元
配置了垃圾清运车和道路冲洗
车，并更新了300个家庭用分类
垃圾桶。村里的党员志愿者自发
做好垃圾分类宣传，在日常党员
活动中贯彻落实文明创建工作。
中姚村党支部书记姚飞荣说：“多
举措推动辖区垃圾分类工作常态
化、长效化，提升了我们村的生
活垃圾分类治理水平，让村庄更
文明、环境更美丽。”

每月15号，党员志愿者姚银
产便会为村里的老人义务理发。

“老人们理发常常要翻山越岭前往
梁弄镇。我以前从事过理发行
业，如今做了滴滴司机，来回村
里比较便利，我就想为村里老人
公益理发，解决他们的烦恼。”姚
银产的想法得到了村两委会的认
可。

村两委会帮助配备好热水器、
镜子、椅子等设备后，自去年10
月开始，姚银产便担任起“月度理
发师”，为中姚村的老人们义务理
发。村民们交口相赞：“阿拉村的
党员志愿者总是积极为民办实事，
引领着文明新风尚。”

投资90余万元的中姚村家园
馆即将竣工。村两委会借此重新规
划村文化礼堂、党员活动室、新时
代精神文明实践站等场所，进一步
丰富村民精神文化生活。姚飞荣
说：“家园馆、党员活动室等精神
文明阵地，文化活动有的放矢。通过公益电影放映、主题宣讲等多种方
式，村民在家门口就能亲身体验文明实践，感受文明新风尚。”

据了解，近年来，中姚村积极探索“党建+志愿服务”模式，以群众
需求为导向，结合村实际推出党建特色服务，深入开展志愿服务活动。通
过广泛开展学习时代楷模、道德模范、最美人物、身边好人等活动，引导
群众扎实推进移风易俗，树立文明新风。姚飞荣说：“我们发挥党员志愿
者的带头模范作用，推进志愿服务工作常态化、制度化、规范化，不断焕
发基层治理新活力，将文明创建实效转化为惠及民生的幸福源泉，助力谱
写‘梦里中姚’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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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张云霞）“左
边耳朵还可以，右边总是感觉听不
清，像是声音被闷住了。”近日，
家住梨洲街道燕窝村的杜奶奶体验
了一次免费的听力筛查。“可能右
耳听力有问题，希望可以申请一个
助听器。”杜奶奶说，“这几年感觉
听力越来越不好了，想去检查又担
心费用高，年纪大了出门也不方
便，一直拖着，有这样的爱心行
动，真的太好了。”

老人口中称赞的“爱心行
动”，是由梨洲街道妇联联合公益
组织开展的“惠听助老”老年妇女
听力健康关爱行动。当天上午，村
里设了两个服务点，志愿者为10

多名60周岁以上持有残疾证的老
人作听力筛查。考虑到部分老人年
事已高、行动不便，燕窝村村干部
还负责开车接送，让老人们倍感暖
心。

据了解，待各项检查和资料
审核完成后，公益组织将对有听
力障碍的困难老人免费赠送助听
器。“随着社会老龄化的加剧，山
区老人的健康更值得全社会关
注，感谢街道妇联和公益组织来
我们村开展这次‘爱心行动’，帮
助有听障问题的困难老人重新获
得一个清晰的声音世界，提高他
们的晚年生活质量。”燕窝村妇联
主席韩春雷说。

燕窝村关爱老人听力健康

■本报记者 张云霞

斗门，是我国古代的一种水利
设施。全国各地以“斗门”命名的
地方很多，马渚镇斗门村是其中一
处。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的中
国大运河其中一段虞余运河的终
点，就在斗门村。在这个运河古
村，不少村民都保留着到河埠头浣
衣洗菜的生活习惯。

人间烟火，碧波漾漾。如今
的斗门村，河埠头早已告别“蹲
洗”和“污染”时代，完成迭代
升级。

冬日的一天早晨，86岁的村
民张月香早早就在家门口的生态
洗衣房里洗衣服了。“我家就在洗
衣房旁边，在这里洗菜、洗衣服
很方便。”张月香说，“河边湿
滑，阿拉老年人洗东西不安全。
有了生态洗衣房，再也不怕刮风
下雨，也不用像以前一样蹲在河
埠头洗东西了！”除了方便村民洗
衣服洗菜外，洗衣房里还安装了
一长排座位。茶余饭后，这里也
成了村民们闲坐聊天的好地方，

“阿拉都夸村里新造的这座洗衣房
好，村里为大家办了实实在在的
好事情！”

“生态洗衣房不仅方便了村民
的生活，提高了村庄生态环境质
量，还增进了邻里感情，让村庄更
和谐。早上和傍晚，老太太洗东
西，一旁，老伯们坐在长凳里聊着
村里村外的新鲜事，这里成了村里
最有‘烟火气’的地方。”斗门村
党总支书记魏国平介绍，在宁波市
生态环境局余姚分局的支持和马渚
镇农业农村办的指导下，斗门村投
资20万元，建成了马渚镇首个生
态洗衣房。

通过生态洗衣房建设，引导村
民上岸洗衣，既减少安全隐患，又

提升河道水质，助力农村生活污水
治理和美丽乡村建设。

斗门村生态洗衣房为木廊亭样
式，十分宽敞。洗衣台安装了6个
水龙头，每个水龙头下有两个不锈
钢槽斗，每个水龙头之间用一块长
长的洗衣台板相连，方便村民刷洗
衣物、床单、被套等。洗衣台后方
是木制长凳。洗衣房里挂着的一盏
盏灯也别具一格，是红灯笼的造
型，古色古香、韵味十足。洗衣房
正前方就是大运河和成片的田野，
视野开阔、风景宜人。

“这里原先是一块空地。平
时，村民在这里停车。生态洗衣房
结合村庄环境和周边民居进行改
造，成了村里的一道新景观。”魏
国平说，生态洗衣房在动工之前，
有关部门和镇村干部在选型、选
址、选材等多方面都广泛征求了周
边村民的意见和建议，努力满足百
姓个性化需求。

生态洗衣房的“生态”二字体
现在哪儿呢？首先，它的水从哪里
来？据了解，这座生态洗衣房从村
里的河道引水，通过自动抽水泵抽
取河水使用。其次，用完的水去了
哪里？它严格按照“污水零直排”
要求纳管处理，明确供水设施、洗
衣设施、污水处理等专业化建设标
准，洗衣污水则通过排水管道全部
纳入污水管道统一处理，确保污水
不入河。

生态洗衣房的建成是斗门村实
施乡村振兴战略、共建美丽乡村的
生动注脚。近年来，该村坚持党建
引领，以争创全国文明村为目标，
实施了一系列民生实事工程，让美
丽乡村展露新颜，文明乡风浸润人
心。

为持续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将
乡村建成宜居美好家园，该村启动
总投资3000多万元的农村联建房
项目，将建设6幢住宅楼，本村村
民均可申请购买，村里对有住房困
难的村民优先考虑；投入10多万
元在马巷自然村新建老年活动室，
配备桌椅、电视机、空调等设施，
丰富老年群体的文化生活；突出廉

政文化建设，将清廉家风教育和清
廉村居建设相融合，投入30万元
打造廉政文化基地，建成“运河清
风步道”“清风居”“清风亭”，为
村居建设发展注入知廉学廉、倡廉
守廉的“源头活水”；投入100万
元实施村庄道路改造提升，目前工
程进度已过半；一年两次开展文艺
演出，评选表彰见义勇为、敬业奉
献、孝老敬亲等类别的“斗门好
人”，给予获得者一定物质奖励，
营造见贤思齐、文明向善的社会风
尚。露天篮球场地面破损严重，
2023年，该村投入70万元对篮球
场进行改造提升，并增加2个篮球
架，建好用好文体设施，丰富百姓
生活。

在马渚镇，打造乡村“新风
景”、提升村民“新体验”的还有
全佳桥村。全佳桥村是宁波市文明
村、宁波市森林村庄。走进村委会
附近的公园，一口美丽的池塘映入
眼帘，碧水微澜，清澈透明，一条
条崭新的橘黄色仿木栏杆在蓝天白
云下显得格外醒目，岸边的绿树红
花与池水相映成趣，煞是好看。

很难想象，这里原先竟是一口
“烂泥塘”，没有活水接入，水体富
营养化严重，淤泥、杂草越积越
多。全佳桥村党总支书记吕杭滨
说，这个池塘以前都是污泥，特别是
到了夏天高温季节，蚊虫滋生，周边
居民备受困扰。池塘清淤、水质改
善、环境整治……周边群众要求对
池塘及周边环境进行改善的呼声愈
发强烈。

悠悠万事，民生为大。全佳桥
村党员干部近距离倾听群众心声，
了解群众诉求，将这个池塘及周边
人居环境整治纳入“我为群众办实
事”工作清单。去年8月，该村投
入 60 万元实施公园改造提升工
程，全力推进池塘清淤及周边环境
整治。

“新公园是2023年11月份建
成开放的，我们还对园内原有的亭
子、石桥进行修缮，结合清廉村居
建设，打造了清风廊、清风桥等，
让‘清廉之花’在村庄里四季常

开。”全佳桥村党总支书记吕杭滨
介绍，老公园建成已近20年，基
础设施破损严重，绿化带杂乱无
章。通过池塘抽水清淤，临水处安
装护栏，绿化带提升，健身路径、
休闲步道和儿童娱乐设施增设等一
系列的整治改造措施，老公园重获

“新生”。
“有花有鸟有水的地方，这才

叫公园。我们不仅要建公园，还要
把公园打造成为‘后花园’。”吕杭
滨说，施工前，村里和设计单位加
强沟通联系，在保留老公园景观面
貌的基础上，进一步优化布局，完
善功能，还种上了茶树、樱花、海
棠、梅花等多种木本花卉，公园一
年四季花开不断，让村民尽享“绿
色红利”。

“现在的池塘比以前干净多
了，特别是新装了崭新结实的新栏
杆，建设了休闲步道，不仅环境变
好了，散步也安心多了。新公园里
还有健身器材和滑梯，带着孩子来
逛公园成为了生活习惯。”一位村
民说，新公园建成后，不仅成为老
百姓茶余饭后休闲的好去处，更成
为村里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切实增
强了群众幸福感、满意感。

近年来，全佳桥村坚持“传承
红色基因 建设绿色家园”的发展
理念，围绕党建争强、乡村富裕、
乡风文明等主题，实施“点亮‘文明
窗口’宣传栏‘焕新’”工程，投
入40多万元修缮十五烈士墓及实
施周边环境提升工程，对生活垃圾
实行每日统一收运处理，并改造提
升2个自然村老年活动室。

此外，该村还落实帮扶资
金，在每年重阳节、春节前夕为
70周岁以上老人送慰问品。村里
还组建了一支由村干部、片组
长、年轻党员组成的公益救援
队，常态化开展山林防火、防台
防汛、交通安全等宣传。“我们把
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精细化、
规范化、常态化作为目标，努力
为村民营造洁净、优美、舒适的
生活环境，打造‘生态宜居美丽
全佳桥’。”吕杭滨说。

生态洗衣房、健身小公园……

乡村“新风景” 百姓乐开怀

党员志愿者引导村民分类投放垃圾。 记者 赵晓晨摄

全佳桥村新建成的公园的一角。 记者 张云霞摄

杨建权正在修二胡。 记者 赵静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