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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李维和 文/摄

有人说，“公益”两个字已经深深融化

进了夏育城的血液里。这位现任杭州网义

工分会副秘书长的资深义工，在杭从事义

工工作已有 9 年的时间。这些年，他先后

组织并参与汶川地震募捐与物资运输、春

运义工送服务、暖冬赠被、贫困家庭与上海

世博会牵手行动等义工活动。他累计志愿

服务时间 5000 小时以上，是全省首批五星

级义工。

或许夏育城自己也没有想到，义工事

业不仅帮他结识了诸多朋友，还让他有缘

组成了一个幸福的家庭。2月5日上午，记

者来到夏育城妻子的画室里，见到了这一

户“义工家庭”。

如果要追溯夏育城义工故事的最起

点，那还得回到 2007 年的某一天。按夏育

城的话说，“当时自己工作不忙，就想找点

什么事儿做做。”上网一搜，偏偏就找到了

当时还是“义工联盟”的杭网义工分会。也

没多想，他很快就成为其中的一员。

随后的几年时间里，夏育城和义工同

事们把义工所能参与的项目几乎都做了一

遍，像敬老院服务、建立爱心图书室、助学

贫困学子、下乡助教等等。他在团队当中

也迅速脱颖而出，逐渐开始做起策划、组织

等内容。

夏育城的音调并不高，说话也慢条斯

理，因为他的想法和行动绝对比“说”要来

得丰富。比如网上一搜他的名字，跳出来

的就会是他多年来组织参与的外来务工子

女夏令营的新闻。

他告诉记者，“每年四五月份，我和妻

子就会开始想夏令营的事情，找场地，联络

老师、宣传招生，这就是我生活的一部分。

工作安排的时候也尽量减少七八两个月的

事情，争取把多点的时间放到夏令营上。

我们说那些外来务工者子女是小候鸟，其

实我也是候鸟，每到夏天就飞去夏令营。”

说起义工这一份工作，也让夏育城感

受到了社会当中的冷暖。他说，“义工本身

是无偿的，能有这么多为了孩子牺牲自己

时间的善良人们聚集起来，本身就很不容

易。”

“就拿我们暑期夏令营来说，有些家长

看到孩子们在夏令营这么开心，他们自身

也被感染了，主动要求参与进来。但此前

也发生过一些家庭条件宽裕的孩子被家长

伪装起来，送到咱们夏令营，我们也很无

奈。所以我们后来决定对每一位参与夏令

营的孩子进行家访，确保让真正有需要的

家庭和孩子参与进来。”

夏育城自己觉得，义工这个工作，只要

对得起自己，对得起别人，就功德圆满了。

夏育城有一个沿用了多年的网名，叫

做“八月”。因此在杭网义工内部，无论老

小，大家都亲切地叫他“八月叔”。1978 年

出生的他自嘲说，现在流行大叔，听着就习

惯了，自己也挺开心。

2009 年，当“八月叔”带着其他义工参

与近江附近的敬老院服务时，遇见了一位

初次参与义工工作的年轻姑娘。在之后的

下乡活动时，这位姑娘的绘画老师身份，也

帮了“八月叔”的大忙。

接下来的故事，就像童话般那样，这对

通过义工结缘的年轻人迅速相知相恋。一

直到现在，他们的孩子都3岁半了。

夏育城的妻子小王是位开朗的山东

人。能很明显地感觉到，当小王和夏育城

在一起时，气氛总不会太差。比如有时夏

育城说着上半句话，小王会提升半度语气

抢着下半句说，夏育城就默默地微笑，并静

静地听着妻子说话。

有了家庭之后，夏育城也变得更成熟

稳重了。外来务工子女夏令营里内容越来

越丰富。光艺术类就有绘画、音乐、舞蹈、

书法，还加入了国学、科普类、急救自救等

等孩子们急需的知识。

“我们还组织了一个叫‘快乐女孩’的

课程，是为了让女孩儿们了解必要的生理

知识和防止性侵害的知识，真的很有必

要。”妻子小王补充说。

平时的日子里，夏育城经营着一家公

司，妻子则开起一间画室，教授各年龄段的

孩子画画。而一到周末空闲时，他和妻子

就会积极地投入到义工工作里去。时至今

日，夏令营 10 年，他参与了 8 年，担任了 5

年的营长。从 2010 年的杭州图书馆到

2011 年、2012 年的市民之家，再到杭州少

儿图书馆，夏令营的场地一换再换，而他和

妻子一直相随。

有一位网友在义工论坛上写道，夏令

营里的“八月”老师是经验丰富的活动组织

者，"Kira"（小王的网名）是一位资深的美术

老师。前两年在夏令营，Kira在屋里上课，

八月则在外面安排义工工作。后来，这个

场景有了新的变化：Kira仍然在上课，八月

在安排工作，而“小八月”则负责逗义工开

心。和乐一家，这种幸福羡煞旁人。

夏育城总是笑着和别人说，他的儿子

有一个响亮的身份——“义二代”。现在，

“小八月”两周岁多了，在义工的各种活动

中出镜率也越来越高。

“其实我觉得这些年下来，越来越能感

觉到幸福。上次夏令营期间，有两个参加

2008 年夏令营的学员找到我们，希望可以

来做义工。哦，我才想起，他们那时候还

小，现在都参加工作了。时间过得真快，那

个时候就想着有空多去参与一下义工活

动，不知不觉就这么多年过去了。”

记者问他，有没有想过，自己的义工生

涯有结束的一天？

夏育城并没有直接回答我。他说，慈

善义工就像我的家人一样，那是一种责任，

但更像是一种习惯。就算自己有一天无暇

顾及，也会有可靠的伙伴们继续这份光荣

的事业。

因为今年春节连着情人节，所以，各大特色餐厅的

春节假期也放得比较短，据不完全统计，从2月10日开

始，杭城各大特色餐厅也开始陆续开门迎客。

并非下雪天炸鸡和啤酒才热销，韩国非油炸炸鸡

品牌 thank u mom 在 2 月 10 日开门迎客后，西湖银

泰店、万象城、湖滨银泰店等门店人气均很旺，记者

看到不少人都是来打包炸鸡。“过年休息，兄弟姐妹

聚在一起，多买几种口味的炸鸡回家，作零食。”杭

州人袁航说。

解百新元华一楼玛黑餐厅，老店新开，负责人杜小

姐告诉记者：“滨江和元华店统统休息到 2 月 10 日，其

实，大年初一就有不少老客人打来电话，询问营业时

间，现在天气这么好，西湖逛逛，喝喝咖啡，还挺舒服

的。”接下来，杜小姐和厨房团队要全力备战情人节销

售准备工作了。

而南山路上的贝尼尼艺术空间 2 月 11 日恢复营

业，性价比超高的咖啡和西餐组合搭配，也将全力抢占

情人节商机。

因为义工而结缘的家庭
慈善就像家人一样，是一种责任，更像是一种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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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愿景

夏育城和妻子王艳君

说 ，新 的 一 年 希 望 儿 子

“小八月”能健健康康地

长大，开心快乐就好。同

时，也希望在义工生涯中

遇到过的人们都能够开

心、幸福。

丈夫 夏育城 网名“八月”

妻子 王艳君 网名“Kira”

儿子“小八月”

楼外楼的东坡肉 一天卖了3300块
不打烊的餐厅“大收”春节红包

全家福档案

本报讯（记者 柯静 文/摄）今年春节长假，老天爷特别开恩，杭州连续都是晴朗舒适的好天气，杭城餐

馆也集体爆满，人气直线上升。杭州知名菜馆普遍均是“叫好又叫座”，同时，不少景区和人气餐厅，都是午

市和晚餐不断人，实实在在给这些不打烊的餐厅发了一个“节日大红包”。

传统餐饮成节日消费主力
知味观卤味外卖排队半个小时

春节前 3 天，天公作美，直线拉动了景区的人气，

孤山、断桥，更是游人如织，楼外楼全天候营业，迎接

汹涌人潮。东坡肉、西湖醋鱼、叫化鸡、龙井虾仁这

些杭州名菜，当仁不让地成为游客的最爱。据了解，

仅仅年初二一天，楼外楼的营业额就超过百万元。

“年初二一天，东坡肉销售 3300 块，西湖醋鱼销售

1700 多条，营业额赶超去年国庆黄金周。”楼外楼办

公室张小姐介绍。

“素烧鹅、卤鸭、熏鱼，还有臭豆腐，都是孩子们指

定要吃的，9点多来，还排了20多分钟的队伍呢。”家住

劳动路的方大伯刚刚在仁和路知味观总店，买了一大

袋熟食，知味观总店经理张静告诉记者：“从春节前 3

天到现在，外卖窗口人气一直很旺，春节 3 天更是如

此，临到饭点，排队起码半个小时。”

不仅是餐饮品牌老店收到春节销售大红包，杭城

不打烊的人气餐厅营业额节节攀升。外婆家旗下门店

统统换上了红色装饰，分外喜庆。

据了解，今年杭城不打烊的餐厅明显增多，以往过

年休息 10 多天的老头儿油爆虾今年只休息了 3 天，消

息灵通的消费者早早到门店订位，一位难求；而人气连

锁餐厅弄堂里，部分门店配合商场开门时间，负责运营

的徐先生介绍：“我们采取了春节人员储备方案，临时

工上岗人数超过了百人。”

从初四开始
各大特色餐厅陆续开门迎客

河坊百家宴
邀市民游客现场品尝

“ 金 猴 闹 春 ”
“马上封猴（侯）”
“猕猴献桃”“花果
山传奇”⋯⋯猴年
初三上午，清河坊
历史街区新春年俗
系列活动之“金猴
献瑞百家宴”在南
宋御街上摆开，街
区内 10 余家餐饮
名店同桌晒出了各
自的“猴年”主题拿
手菜，由市民游客
现场品尝并评选出

“猴年南宋御宴”的
最佳组合。

记者 李忠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