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 夏凌 通讯
员 黄燕 叶敏芝）近日，甬台

两地 57位书画爱好者汇聚宁

波市鄞州区咸祥镇芦浦村“邻

里市集”，开展“鄞为你·甬台

情”系列活动。

现场，咸祥镇退休干部代

表创作以“家”和“团圆”为主

题的作品。退休干部、书法爱

好者蔡继近写下“山海相连，

心手相牵”，他说：“笔墨为纽

带，两岸一家亲。”

近年来，咸祥镇以“邻里

市集”为载体，将传统休憩空

间升级为甬台文化交流枢纽，

积极开展两岸书画交流、摄影

联展等活动。同时，联动退休

干部与文旅策划师、非遗传承

人等，组建“芦浦发展智库”，

围绕乡村文旅、两岸融合等议

题开展头脑风暴，累计提出意

见建议20余条，推动当地休闲

餐饮、乡村民俗等业态发展。

老同志在其中发挥重要

作用，来自宝岛台湾的王艳和

杨胜雄对此深有感触。2024
年春，夫妻二人来到芦浦村，

参与开展农家小院改造等项

目。因生活习惯、方言差异等

原因，一时难以适应。咸祥镇

设立台胞感情联络点，组织退

休干部推行“三茶三促”工作

法：以每月“茶叙恳谈”为载

体，一杯“智慧茶”促进政策与

资源精准对接，一杯“知心茶”

促进两岸同胞情感共鸣，一杯

“顺气茶”促进创业烦恼的化

解，助力文旅项目落地生根。

“咸祥镇的老同志帮助我

们运营团队解决了工作、生活

中遇到的不少困难。”王艳说。

此外，咸祥镇聘任老同志

代表宋小赞为“芦山浦水共富

官”，构建“银发智库+台湾创

客”协同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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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 汪禹钦
陈怡）近日，省老干部活动中心
联合杭州市生态环境局西湖分
局、西湖区人民政府北山街道
办事处等单位，组织银龄志愿
者携手杭州绿色志愿服务总
队、在杭高校绿色联盟的志愿
者赴杭州植物园开展“老-中-
青-幼”全龄深度体验活动。

今年以来，北山生物友好
绿色联盟已组织银龄志愿者走
进幼儿园、青少年宫、图书馆、
植物园等地开展跨代际活动。

西湖区
全龄共绘生态图

本报讯（通讯员 叶华永
杨冬梅）近日，丽水市庆元县首

届“十佳乌米饭”评比在黄田镇

东西村举行，活动由庆元县老

科技工作者协会和庆县农家小

吃协会、县文化馆、县青予乌米

饭经营部、县农联供销有限公

司等单位联合举办。

该活动以市级非遗“黄田

乌米饭”为核心，涵盖技艺比

拼、文化展演、流动供销市集等

内容，旨在弘扬非遗传承工艺、

搭建民间手艺交流平台，以美

食赋能乡村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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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 石天申）5
月 6 日，绍兴诸暨市第三届西

施村BA大唐赛区比赛在嘉越

篮球培训中心举行。该市老年

体协广场舞专委会舞蹈队 10
人应邀为篮球比赛演出助兴。

诸暨市老年体协广场舞专

委会舞蹈队是该市老年大学文

艺部艺术团舞蹈队及“桑榆情”

志愿服务队的成员，已连续三

届为该市篮球村BA大唐赛区

的篮球比赛进行舞蹈表演，被

誉为青春激情的“篮球宝贝”。

诸暨市
“篮球宝贝”助力村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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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和柯旭 孟毓）5
月11日，百余名部队子女们胸
前别着“洪湖儿女”特制纪念
章相聚在西子湖畔。原陆一
师的前身是贺龙在湖北洪湖
地区创立的，这是独属于原陆
一师子女们在“洪湖小学”上
学的回忆。在专题片《洪湖儿
女到钱塘》的影像中，历史渐
次铺展。

活动组织者安蓉泉表示：
“从时间轴、空间轴、家庭轴三
个维度看，原陆一师子弟度过
了幸福、幸运和奋斗的 50年，
涌现出功勋将士、劳动模范、

知名学者、业务骨干、管理精
英、工商英豪、模范党员⋯⋯
为杭州发展做出贡献。”

曾在武警工作的白旋回
忆原陆一师从成立到抗日战
争 再 到 移 防 杭 州 的 峥 嵘 岁
月。他动情道：“1975 年我们
来到杭州，成了钱江郎、西子
女。”

72 岁的陶正明在掌声中
分享：“我们所要做的不仅仅
是纪念历史，更要传承‘硬骨
头精神。”这精神的核心内容
就是“三股劲”（压倒敌人的狠
劲、百折不挠的韧劲、坚持到

底的后劲）和“四过硬”（战备
思想硬、战斗作风硬、军事技
术硬、军政纪律硬）。

文艺汇演的每个节目都
是历史的切片。久玖电声乐
团奏响《人民军队忠于党》时，
台下百余双鞋底齐齐叩击节
拍，令人置身军营拉歌的热
浪。诗朗诵《洪湖儿女到钱
塘》的韵脚里，藏着初到杭州
时的斑驳记忆。颜林林的《天
下乡亲》唱至“最后一尺布用
来缝军装”时，很多人两眼泛
起泪光。

曾长期在市场监督管理
部门工作的李江感慨道，大院
生活最有特色的文化符号就
是“大院普通话”，“因为大家
来自五湖四海，我们自小一起
长大，各地方言都会扯上一两
句，最后形成了‘四不像’的

‘大院普通话’。”坐在一旁的
孟铁原曾在外事部门工作，他
回忆：“我们初来时都是 20岁
左右，奋斗在不同的岗位上，
杭州早已成为‘第二故乡’。”

当胶片停止转动，当《洪
湖水浪打浪》的余韵消散在暮
色中，这场跨越半个世纪的团
聚定格在每个人心里。

洪湖儿女相聚钱塘
原陆一师“硬骨头精神”代代相传

老照片记录了一代人的青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