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通讯员 严颖 吴扬
杰 见习记者 赵培希）“新中国的

建立，为我们创造现在的美好生

活奠定了一个最坚实的基础。”近

日，在杭州市西湖区北山街道上

保社区的一场分享会上，退役军

人服务站轮值站长黄明明激动地

说。

黄明明今年 76 岁，他的父亲是

著名翻译家、文学家黄源先生，母

亲是《新浙东报》战地记者巴一熔，

双亲都是新四军的一员，在解放战

争的炮火中生下了他。

“为什么父母给我取名叫明

明，意旨光明就在前方即将到来。”

黄明明从自己的姓名说起，将那段

风云岁月的故事娓娓道来。受家

庭氛围的熏陶，他从小就对红色年

代的事物怀有深厚的感情。

黄明明从上世纪 70 年代末期

开始收藏，40 多年的工资和全部的

业 余 时 间 都 倾 注 在 了 这 些 藏 品

上。董存瑞同款的英雄纪念勋章、

1920 年版的共产党宣言译本、二战

时期部队使用过的饭盒⋯⋯⋯他

的藏品遍及抗日战争、解放战争、

自卫反击战等各个历史时期的文

献、证书等，还有各个时期中国军

人的军装、勋章、奖章等，至今藏品

已达5000余件。

藏品除了从旧货市场“淘”来，

还有一部分源于黄明明父母。当

年，他母亲在前线采访新四军血战

大渔岛，成稿后由报社编辑部制作

的连环画册，如今就被他珍藏着，

思念母亲时便拿出来翻看，得以体

会母亲上前线的满腔热血和将士

们的爱国热情。

“当时，我母亲是第一个采访

他们的记者，写的报道就刊登在

《新浙东报》上。据我所知，这是抗

日战争时期唯一一次登陆海岛与

日军作战的战斗。64 名战士牺牲

了 43 个。最后战士们都砸了枪跳

海，这场战役后来被人称作‘海上

狼牙山之战’。”黄明明动情地说。

他对记者透露，因为出生在莱

芜战役的第二天，于是深知只有铭

记历史，才能不忘初心。

初心从何而来？在他看来，初

心是以历史作为基础，而历史最好

的体现就是那个时代存留下来的

的实物。

“我从改革开放初期开始收藏

各种革命历史实物，因为这些藏品

的背后，沉淀着党和国家艰难曲折

的奋斗史，和先辈们保卫国土、建

设国家的信念和力量。”黄明明认

为，每一件藏品都穿透时代的界

限，让人们得以触碰那段峥嵘岁

月。

5000余件藏品见证历史

杭州七旬“红色收藏家”的初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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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 杨佳奇 何蕾
蕾）近日，杭州临平区老年大学茶

香四溢，分外吸引人。

“盖碗悬壶高冲，盖碗回旋低

冲⋯⋯”茶艺班课堂上，老年学员

们围坐成圈，授课教师叶水娟以盖

碗冲泡为主线，带着同学们亲身体

验盖碗茶的冲泡，一盏清茶，轻烟

袅袅，引起学员们的共鸣。

高级农艺师、高级茶艺师、国

家一级评茶师、三获中华茶奥会仿

宋茗战冠军⋯⋯在授课老师叶水

娟身上，有太多耀眼夺目的标签。

“能跟随这样优秀的老师学

习，是我们的幸运。”学员们纷纷表

示，这一堂课真的收获满满。

课堂上，结合茶艺班教学内

容，学员们重点观摩了“仿宋茗

战”、茶艺（规定茶艺）赛等，通过现

场观摩、老师讲解，一起感受茶道

之神韵，中国茶文化之精髓，大家

纷纷表示这是一次茶文化学习提

升的难得机会。

“我是奔着修身养性的心态报

名学习的，进入茶艺养生班 3 年，

越学越有味道，真正感受到茶艺作

为 一 种 传 统 的 文 化 形 式 博 大 精

深。”学员吴美华说，在高雅的音乐

声中，看到茶艺师们的精彩表演，

精美的茶点、独特的茶礼仪，都更

加坚定了自己要做好茶文化传播

者的决心。

“今年是茶艺课程开设的第 6
年，这个班每年都是最抢手的，因

此今年还专门扩招了一个班，以便

更多老年学员能够选上自己感兴

趣的课程。”据临平区老年大学负

责人介绍，接下来，该校将继续探

索更加多样化的实践课程，整合各

类资源，创新学习形式，将学习与

传播文化、服务社会等相结合，从

身边出发，进一步提升老年人参与

学习的体验感、获得感和幸福感。

茶艺冠军来授课

本报讯（记者 王杭晨 通讯
员 赵云）“能给猪吃的，是易腐垃

圾；不能给猪吃的，是其他垃圾；猪

吃了会中毒的，是有害垃圾；卖了

能买猪的，是可回收物。”近日，台

州温岭市公安局退休干部朱小莲

来到温岭市城南镇二宅村文化礼

堂作垃圾分类知识讲座，指导村民

规范分类，正确投放。

参加活动的村民大多是家庭

妇女，为此朱小莲又着重介绍了易

腐垃圾：“厨房里的垃圾，除去塑料

袋、餐巾纸等，其他基本上都是易

腐垃圾。”

讲座结束后，朱小莲和村干部

一起，到村民家中进行垃圾分类宣

传，现场指导村民设置分类垃圾

桶，进行正确分类。

“上个月，朱老师就来过我们

村里，她的讲座通俗易懂，很接地

气。”村民严秀英说，在朱小莲的帮

助下，大家渐渐养成了垃圾分类的

习惯。

据悉，朱小莲是当地有名的垃

圾分类志愿者，2018 年退休至今，

她走遍温岭各个村庄、社区，通过

印发宣传单、开展专题讲座、入户

走访、举办垃圾分类知识问答活动

等形式，将垃圾分类知识送到群众

身边，累计组织活动 100 余次，服务

时长约350个小时。

“我当过多年的驻村干部，在

公 安 局 上 班 时 做 的 也 是 群 众 工

作。”朱小莲说，为更好地登记各村

易腐垃圾数量，她还设计了登记

簿，每天对每家每户的易腐垃圾进

行登记。

“垃圾分类打破了村民们多年

来的固有习惯，刚开始他们并不支

持，这项工作的确很难。针对这种

情况，我们只能用耐心和决心慢慢

影响村民。”朱小莲说。

因工作出色，朱小莲受邀到多

个镇（街道）做志愿服务。每次出

发时，她总是提着一个黑色公文

包，里面放着登记簿、宣传资料、笔

记本、志愿马甲等物品。

因为经常早出晚归，朱小莲的

孙女送给她一个可爱的称呼——

“拉风奶奶”。“拉风奶奶”的工作得

到了家人们的大力支持，每次她准

备垃圾分类知识讲座的内容，丈夫

和儿子都会帮忙修改文稿，出谋划

策。

朱小莲说，这几年，她看到村

民们慢慢养成垃圾分类的好习惯，

村庄环境越来越好，她的所有付出

都值得。她希望每个人都能成为

垃圾分类的引导者和示范者，享受

垃圾分类带来的绿色生活。

助力垃圾分类有一招

温岭“拉风奶奶”倡导绿色生活

临平区老年大学茶艺班课堂。临平区老年大学茶艺班课堂。

黄明明向大家介绍藏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