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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尚

“老人们10时30分就等吃中
饭了，我这个时候就要挨家挨户去
送饭。”每天上午10时20分，绍兴
诸暨市璜山镇徐家坞村爱心食堂
门口，徐锡康准时发动他的电动三
轮车。车上是一个蓝色的保温箱，
里面是一盒盒给在爱心食堂登记
吃饭的老人们的爱心午餐。

徐锡康今年 71 岁，自 2021
年 9 月村爱心食堂成立以来，他就
担任了爱心食堂的“专职管理员”，
一个人揽下了爱心食堂大小事，受
到村民的一致好评。

风雨无阻送热饭热菜

徐家坞是个山村，村民的房子

建在有坡度的村道两侧。每天的

中饭，徐锡康要送两趟，一趟往下，

一趟往上。

“今天总共是 52 份饭，41 份是

老 人 的 ，另 外 11 份 是 村 民 的 订

单。”徐锡康告诉记者，老人中年纪

最大的 97 岁，其中更不乏独居老

人。

等到徐锡康的三轮车停在老

地方，80 多岁的徐万龙、徐彩珍老

夫妻就从家里走了出来。这是他

们的默契。领到饭，徐彩珍很开

心：“锡康每天准时给我们送饭，村

里有爱心食堂真是太方便了。”

遇到行动不便的老人，徐锡康

则会把盒饭送到他们家里，高声招

呼可以吃饭了。“村爱心食堂运行

两年多来，我每天给老人们送饭，

风雨无阻的，能让老人们按时吃上

热饭，我就心安了。”徐锡康说。

一人身兼数职服务爱心食堂

2021 年 9 月，徐家坞村建起了

爱心食堂。当时，还没有太多可以

参考的成功案例。徐锡康就是在

这样的情况下临危受命，担任了爱

心食堂的“专职管理员”。说他专

职，是因为他一人独揽了爱心食堂

的多项工作，什么事情都亲力亲

为。

他是爱心食堂的“财务”人员，

所有捐赠的物资、餐费收入、采购

支出等事关管理的三本账，类目清

晰、账目清楚；他是爱心食堂的“订

餐”人员，每个月多少人订餐、每天

多少人用餐，随口就能说清楚；他

是爱心食堂的“配餐”人员，明天食

堂应供给什么菜，需要采购多少

菜，每天都会及时提供给采购员

⋯⋯

细心的徐锡康，处处为老人着

想。他告诉记者，为让老人吃得放

心，食堂从不烧鱼，怕鱼刺卡到老

人喉咙，一般都是烧一些软烂的

菜，这样才合老人的胃口。

开垦爱心菜地节约成本

为了节约成本，徐锡康联合几

位老党员，开垦了一片“爱心菜

地”，日常义务养护，种出的蔬菜都

供应给食堂，基本满足食堂的蔬菜

需求，一年能节约菜钱2万余元。

记者在爱心食堂的“爱心记

忆”栏看到，一幅幅村民前来捐献

钱物的照片布满墙面，那些舒心的

笑脸，如涓涓暖流汇聚，把爱洒满

山村。“到目前，爱心食堂共收到现

金捐款 13.71 万元。市里补贴，加

上村民捐献，加上自种蔬菜，开支

基本能持平。”徐锡康介绍。

值得一提的是，爱心食堂有一

大批无私奉献人士。“我们村里的

爱心志愿队伍，多达四五十人，自

由组合，每天 3 人一组。他们一早

就到食堂忙活，洗菜、切菜、烧菜，

等候老人来堂食，然后洗碗搞卫

生，大家都自觉自愿，觉得光荣。”

徐锡康说。 据潮新闻

揽下爱心食堂大小事

诸暨七旬老人成专属“送餐员”

本报记者 王杭晨
通讯员 朱悍晟 郑映红

近日，在嘉兴海宁市黄湾镇尖
山社区老年学堂里，曾任副乡长的
施惠林正为老人们讲述“新四军在
黄湾”，身边的故事和亲切的乡音
引起大家的热烈反响。多年来，施
惠林充分发挥经验智慧和专业优
势，带着自己的四门“实用课”扎根
基层，得到身边“老中青少”的广泛
认可，成为社区舞台上的“顶流”。

为“老朋友”精神共富送营养

2023 年 8 月起，施惠林应社区

邀请担任讲课老师，以自己编撰的

《钱塘民间故事》为教材，开设第 1
期“共享夕阳红 五老话共富”课

堂，用方言土语为前来纳凉的老人

们普及历史文化知识，讲好“八八

战略”在基层的生动实践。目前，

施惠林已开讲 21 场，分享各类特

色故事91个。

为“姐妹们”增收创收送技术

退休后，施惠林重拾草编技

艺，创办慧灵编织社，积极探索草

编技艺与蓝印花布等非遗元素的

结合，入选市县两级非遗传承人。

他依托成校平台开办“薪农匠”培

训班，带动一批农村家庭妇女兼职

参与香囊、花瓶、包包等草编产品

制作，并进入当地“烟火集市”作为

旅游纪念品售卖。2023 年，“非遗

文创”产值达 18 万元，实现妇女顾

家增收“两不误”。

为“新手村”顺利通关送秘籍

“信息写作要注重积累，多用

接地气的群众语言。”在社区工作

者的“入职第一课”上，施惠林结合

自己丰富的基层工作经历，为年轻

同志顺利通过“新手村”考验传授

方法论和经验包。2023 年“世界读

书日”，施惠林在社区里举办赠书

仪式，把自己新编撰的《钱塘民间

记忆》送给社区青年干部，勉励大

家通过阅读，了解并热爱脚下的土

地。最近，他还成为社区“青年阅

读沙龙”特邀嘉宾，和年轻人一起

交流读书心得，对“成长的烦恼”做

好答疑解惑。

为“小伙伴”健康成长送陪伴

将晒干的玉米叶撕成小片，再

把它们缠绕编织起来，制成“中国

结”小圆盘⋯⋯小朋友们围拢在施

惠林身旁，各个聚精会神，边看边

学。每逢暑假，施惠林都会走进各

类“假日学校”和“四点半学堂”，为

社区孩子们上非遗体验课。在做

好教学之余，他还注重结合“浙风

十礼”等内容，策划开展“老少齐宣

讲 诚信‘袋’回家”等主题活动，让

孩子们在近距离感受非遗文化魅

力的同时，进一步树立正确价值

观，养成良好的习惯。

退休后成社区“顶流”

海宁“施乡长”的
“实用课”

徐锡康整理爱心食堂捐款记录。徐锡康整理爱心食堂捐款记录。 施惠林带领

小学生开展非遗

体验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