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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衣奶奶”15年坚持为贫困孩子“织爱”

韩翠菊，女，1936 年 12 月出生，
浙江宁波人。她是大家心中的“毛
衣奶奶”，也是孩子们心中的“爱心
使者”，15 载用一针一线温暖了众
多贫困孩子的心。2020 年 11 月，韩
翠菊入选“中国好人榜”。

最近有一件事让韩翠菊觉得
特别高兴，那就是越来越多的编织
爱好者在知道她的事迹后，决定自
发加入“爱心毛衣”的制作队伍，
一起为贫困地区的孩子织毛衣、送
温暖。

宁波市鄞州区东柳街道东海
花园社区发起的“百人编织团”是
这些爱心团体的代表。目前，团队
已经招募了多个街道社区 100 多
名编织手工志愿者，他们有些领取

了毛线、工具加入编织队伍，有些
爱心人士自备毛线赶制毛衣。

“现在社区也陆续收到很多爱
心市民寄来的闲置毛衣，还有来自
四川、河北、福建等地的爱心网友
特意将毛线快递过来。”东海花园
社区党总支书记王蓓说，年初，社
区收到了一个来自福建莆田的包
裹，里面有一个红白相间的编织
袋，袋子里装的都是全新的毛线，

“但包裹里没有留下任何信息。”
“现在有这么多人帮我，我们

的爱心能量越来越大，有更多的孩

子有毛衣穿了。”韩翠菊说。
来源：新华社

因爱而“聚”

得知 320 件爱心毛衣从
浙江宁波顺利出发跨越数千
公里送往新疆库车，韩翠菊脸
上露出了满意的笑容。

在毛衣之外，韩翠菊还给
当地的孩子们捎去了一份落
款是“宁波韩奶奶”的信：“希
望你们好好学习，有什么需求
写信告诉我。如果毛衣合身
的话，明年奶奶再给你们寄。”

从 2005 年到现在，韩翠
菊坚持用织毛衣的方式给贫
困地区的孩子送温暖，目前已
累计捐出超过 1500 件毛衣，
成为远近闻名的“毛衣奶奶”。

“我的愿望很简单，那就
是让孩子们的冬天暖一点。”
韩翠菊说。

韩翠菊家住浙江省宁波市鄞
州区东柳街道，今年84岁。她说，
十五年前在电视上看到的一幕，
让本已到含饴弄孙年纪的她为爱
心事业再次忙碌了起来。

“那年春节，我和女儿无意中
在节目里看到，贫困地区的孩子
们冬天衣着单薄，有的甚至没有
一件像样的毛衣。”韩翠菊说，她
边看电视边陷入了沉思，总觉得

自己应该为孩子们做点什么。忽
然，一个朴素的心愿涌上心头——

“我们家里有毛线，我给他们
织。”

说做就做。几个月之后，老人
亲手织了36件毛衣。老人让女儿
联系了需要毛衣的一所本地学
校，并亲自送了过去。

“奶奶织的毛衣真好看！”看到
各种卡通图案的毛衣，学校里的
同学们都爱不释手。不过毛衣数
量有限，有两个孩子因为没有分

到毛衣，当场哭了鼻子。
韩翠菊看在眼里，格外心疼，

“别哭别哭，奶奶再给你们去织。”
从此以后，“毛衣奶奶”便把织毛
衣当成了退休生活不可分割的一
部分，家里的橱柜里逐渐塞满了
各式各样的毛线。“每次出门，总
想着买点毛线，久而久之家里就
越堆越多了。”韩翠菊笑道。

年过耄耋的韩翠菊，给自己立
下“小目标”：“一星期织一件毛
衣，一年就可以织50件。”

“我母亲是真的很用心在做这
件事，她很快乐。”韩翠菊的女儿
章女士说。

章女士打心眼里佩服母亲的
毅力。在她眼中，母亲不光要把
毛衣织得暖和，还整天琢磨着如
何把毛衣织得更好看。“有时候她
觉得颜色太单调，她就自己配色
或者加一点配饰。”

“怎么样？这毛衣好看不？”每
当章女士的耳边响起这句话时，
她 知 道 母 亲 又 完 成 了 一 件“ 大
作”，正满怀期待地请她“把把
关”。她觉得，母亲在这把年纪还
有这种把爱心坚持下去的精神，

令人动容。
“她每天除了吃饭睡觉，多数

时间都在织毛衣。”章女士说。
在韩翠菊的房间里放着一把

白色塑料椅，她习惯每天一边看
电视，一边坐在椅子上织毛衣，一
坐就是几个小时。有时候早上三
四点钟就醒了，怕打扰到老伴，她
索性躲在洗手间打毛衣。

章女士回忆，前两年母亲去韩
国济州岛旅行，别人在海边看风
景，她却在海边打起了毛衣。朋
友忍不住拍了张照片发给章女
士。“你妈太敬业了，出来旅游都
不忘这宝贝！”

看到照片，章女士忍不住笑
了。“我真是服了她了，有一次旅

游 回 来 ，她 竟 然 织 好 了 两 件 毛
衣。”

出门坐公交车，韩翠菊会在等
车间隙坐在长凳上织毛衣；去医
院看病，韩翠菊在等候叫号的时
候织毛衣；晚上失眠睡不着，韩翠
菊便翻出毛衣织上两针——身边
的朋友打趣说，织毛衣已经让韩
翠菊“入了迷”。

四川、云南、贵州、吉林、湖
南、新疆……十五年来，经韩翠菊
手织就的一件件毛衣被运往全国
各地。她总说，只要身体允许，她
会一直织下去。

“我知道，母亲是因‘爱’而
‘痴’。她牵挂的，一直是那些需
要毛衣的孩子。”章女士说。

因爱而“痴”

因爱而“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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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融媒体记者 常慧
茹 王柯帆）为深入贯彻落实“外

防输入、内防反弹”的总体要求，坚
决打赢中阳里街道疫情防控总体
战，保障辖区居民出行安全，中阳
里街道办事处为辖区居民办理了
居民卡，方便出行及疫情防控。

记者在西苑社区便民服务点
采访时看到，在申请居民卡前，工
作人员首先了解前来办理人员的
居住信息、身体状况等，符合办理
条件的现场给予办理；在向阳北社
区的凤鸣花园小区，居民们表示，

通过办理出入证这种方式能有效
避免外来人员进入小区，把风险降
到最低限度，大家对这种做法表示
支持、理解。

中阳里街道辖区内常住人口、
租住人口均可凭本人身份证、身份
证复印件及相关证明，前往小区物
业办或社区居委会党群服务中心
进行办理，老弱病残孕等不便现场
办理的群体，可联系社区上门办
理。

本报讯（融媒体通讯员
赵娜）为认真贯彻厉行节约、
反对铺张浪费的相关要求，
推动移风易俗，倡导红白喜
事简办，树立文明新风，近
日，范楼镇采取“发挥‘党群
微家’阵地作用、走村入户加
大宣传力度、选树先进典型
引领示范”等多种方式，积极
倡树文明新风尚宣传活动。

此项活动的开展，旨在
增强群众疫情防控和文明意
识，让文明新风家喻户晓，营
造积极、向上、健康、文明的
生活环境，全面提升广大群
众的文明素养，为创建文明
城市提供精神力量。

本报讯（融媒体记者 王
锦飞）记者日前从丰县文体
广电和旅游局获悉，丰县戏
迷协会被省委宣传部、省文
明办、省文旅厅、省文联评为
第二批群众文化“百千万”工
程优秀文艺团队，县戏迷协
会会长蒋萍和中阳里街道文
化站站长于百涛被评为优秀
群文骨干。

近年来，丰县文体广电和
旅游局重视文艺团队培育、文
艺人才培养工作，注重发挥各
文艺团队作为政府联系群众
的桥梁和纽带作用，从文艺团
队申报、注册等环节及时进行
指导，协调解决办公用房、活
动场地等问题，优化了文艺团
队的发展环境。据统计，至目
前为止，全县经民政部门批准
注册的文艺团队等社会组织
共有 30 多家，已成为服务群
众、实施文化惠民工程的一支
重要力量。

丰县戏迷协会获评
省第二批群众文化
“百千万”工程
优秀文艺团队

移风易俗 树文明新风

范楼镇倡导
红白喜事简办

本报讯（融媒体记者 路硕
赵霞 袁月）在丰县，农产品也有
了“身份证”，这张小小的“身份
证”，加强了溯源流程的透明化，强
调每一个关键环节信息的公开化、
透明化，为消费者打通一条深入了
解农产品生产信息可信通路，为农
产品安全保驾护航。

近日，记者来到欢口镇农产品
质量安全监管站看到，一茬茬新鲜
的农产品从地里被采收，冲洗掉泥
渍后，一部分样品被送往检测室。
经过称重、取样、浸泡、检测等一系
列环节，15分钟后，农药残留记录
仪便会提供检测结果。而这一系
列操作流程，都能被食用农产品合
格证监管系统后台掌握。

“滴”！随着一声手机扫码的
完成，农产品的“一生”就展现在消
费者眼前。在追溯凭证上，我们可
以看到商品的名称、重量、日期、电
话、单位等。

随后，记者走进丰县正海食用
菌种植专业合作社，工人们正在对
新的农产品进行包装，并为每一箱
蔬菜粘贴追溯标签。每一包贴好
追溯标签的农产品都会发往外地。

扫码后，该商品从种植到销售
的整个流程信息便一目了然。简
单一扫，就能够了解到所购买的农
产品从何而来、如何种植，再也不
用担心蔬菜是否不符合规范、残存

农药。
丰县正海食用菌种植专业合

作社负责人许正海告诉记者，在县
农业农村局的帮助下，除了生产过
程中严格把控外，合作社拥有自检
设备——农残速测仪，现在加上农
产品合格证溯源标签，合作社农产
品销路更广，大家吃起来也更加放
心。

小小的二维码成了农产品的
专属身份证，也是生产者对消费者
的一项承诺书，更是农产品真正安
全的新名片。截至目前，全县打印

电子食用农产品合格证溯源标签
共计 112745 张，开具纸质食用农
产品合格证 3100 张，附带合格证
上市的农产品 6720 吨。接下来，
全县所有食用农产品将逐步实现

“带证上市”。

我县农产品有了“身份证”
扫一扫就知道“出身”，为农产品安全保驾护航

办理辖区居民卡 助力疫情防控
中阳里街道深入贯彻落实“外防输入、内防反弹”总体要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