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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黄银凤 通讯员 魏震江

“远古江南·海陆山河——河
姆渡文化发现 50 周年考古成果特
展 ” 正 在 中 国 国 家 博 物 馆 展 出 ，
这是河姆渡文化发现 50 周年来，
最盛大、最全面、最集中的一次
亮相。河姆渡文化，又一次站在
时 代 的 聚 光 灯 下 ， 借 特 展 这 扇
窗，再次展现中华文化的源远流
长。

捷报频传。最近，省文物局统
计的 《浙江省文博事业发展水平评
估指标数据 （2022 年度） 》 结果
公布，在全省参加综合排名考核的
90 个县 （市、区） 中，我市进入
前 5 名 的 有 3 个 ， 余 姚 市 、 鄞 州
区、海曙区分列第一名、第三名和
第五名。

宁波文博何以频频出圈？

半个世纪以来，我们对河姆渡
文化的探索和研究从未停止。50
年来，考古已发现了 20 多处河姆
渡文化类型遗址，如慈湖遗址、名
山后遗址、塔山遗址、鲻山遗址、
傅家山遗址、田螺山遗址、下王渡
遗址等。

宁波的考古工作起步于 1955
年，放眼全国考古界，称得上是一
个起步早、发展快、成就高的城
市。60 多年来，经过几代考古人
的奋斗，一次又一次的重大考古发
现，不断刷新我们对四明大地历史

的认识，成就了“考古宁波”在全
国的“金字招牌”——

8000 年前的井头山遗址，表
明古宁波湾曾是世界海洋文化的
重要源头区域之一；7000 年前的
河姆渡文化，有力证明了长江下
游也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4000
年前的大榭遗址，找到了迄今为
止 中 国 制 作 海 盐 的 最 早 证 据 ；
2500 年 前 的 句 章 故 城 ， 再 现 了

“宁波第一城”的远古丰姿；上林
湖越窑、永丰库、高丽使馆等海
港遗迹的考古发现，彰显了宁波
作 为 海 丝 古 港 “ 活 化 石 ” 的 魅
力；“小白礁Ⅰ号”等海洋沉船的
考 古 发 现 ， 展 现 了 宁 波 立 足 东
亚、放眼世界、向海图强的强盛
文化基因⋯⋯

家底厚，文化软实力
不断提升

文博事业发展事关一个城市的
文化软实力。宁波是国家历史文化名
城，历史遗存丰富，文化底蕴深厚。

继中国大运河申遗成功后，宁
波跻身世界文化遗产城市行列。上
林湖越窑遗址、永丰库遗址、天童
寺、保国寺被列入“海上丝绸之路”
申遗点。宁波现有世界文化遗产 1
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33 处，
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103 处，市、县级
文物保护单位（点）1599 处，另有一
般不可移动文物 6000 余处。

我市博物馆数量、质量均居全
省前列。目前，宁波的国家一级博物

馆有 3 家，分别是宁波天一阁博物
院、宁波博物院和宁波中国港口博
物馆，还拥有国家二级博物馆宁波
帮博物馆、余姚博物馆及 6 家国家
三级博物馆。近三年宁波成功创建
乡村博物馆 78 家。

宁波现有各级各类藏品 20 余
万 件（套），其 中 一 级 文 物 186 件

（套）；全年推出线下各类展览 167
个 ；讲 座 、研 学 、体 验 等 文 化 活 动
2362 场；文博类场馆年接待游客近
500 万人次。

优势多，“活化”文物
频出高招

要让文物“火”起来，先要让文
物“活”下去。

近年来，宁波市委、市政府高度
重视文博事业发展，批准挂牌成立了
市、县两级文物局。我市还因地制宜、
创新举措，合理有效盘活文物建筑、
革命文物、工业遗产、传统村落等各
类资源，让文物保护与城市更新、乡
村振兴、现代化建设交相辉映。

宁波文物传承利用再上新台
阶。比如，我市组织河姆渡文化遗址
正式申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
录，河姆渡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
方案获国家文物局批复同意，完成
启动区（一期）古今自然展示区项目
土地划拨，举办河姆渡文化发现 50
周年纪念活动等等。

市文旅局文保考古处负责人介
绍：“全面提升文物保护利用水平，
突出文化遗产在城市发展全局中的
重要价值，在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
设之路上彰显宁波的‘文博力量’，
我们责无旁贷。”

让文物“活”下去、“火”起来

宁波这样擦亮考古“金字招牌” 记者（见习记者张芯蕊 通讯
员吕佳银） 前日晚上，作为第 22
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参演剧目，
甬产舞剧 《东方大港》 在宁波天然
舞台上演，这也是该剧首次在家乡
正式亮相。

一声汽笛响起，巨轮入港。名
为“海”“鸥”“港”“湾”的四个
剧中主要人物走上舞台，一台讲述
大港建设者动人往事的好戏徐徐展
开。

不同于一般宏大主题的戏剧，
舞剧《东方大港》摒弃了一般传统叙
事方式，而是通过讲述两代人的故
事，用丰富细节激发观众的情感，给

“硬核”题材包裹上柔软的温情。
海边月下的双人舞、充满时代

特色的集体婚礼、风雨交加中的港
口抢险⋯⋯一幕幕令人印象深刻的
情节，戳中了不少观众的“泪点”。

为了在第 22 届中国上海国际
艺术节上呈现最佳效果，《东方大
港》 从剧情打磨到创作排练，主创
团队都下了一番功夫。

“对于演员来说，我们只有一

遍遍地打磨细节动作，最终在舞台上
才会有完美的呈现效果。”主角“港”
的扮演者夏天说。

正是因为一个个感人的细节，一
段段真诚的表演，散场时，全场观众
沸腾，演员两次返场谢幕，现场掌声
经久不息。

近日，国务院批复同意宁波港口
岸扩大开放，标志着宁波港八大港区
全部实现口岸开放，宁波舟山港冲刺
世界一流强港再添新动能。

“这次扩大开放，宁波舟山港进
一步实现了从‘大港’到‘强港’的
跨越。”宁波文旅会展集团副总经理
兼演艺集团董事长林红说：“文艺是
时代前进的号角，《东方大港》 担负
着讲好港口故事、展现大国气象的职
责使命，我们希望通过这部作品传达
海港人的自信、宁波的自信乃至时代
的自信。”

据介绍，《东方大港》 从今年 5
月在国家大剧院首演以来好评如潮，
从海量申报项目中脱颖而出，跻身上
海国际艺术节的主舞台，并将于 11
月 15 日晚在上海文化广场上演。

两度谢幕 不说再见

舞剧《东方大港》家乡首演受热捧

记者 徐卓蔚

一场论坛，汇大咖之智；一次
大赛，集全国英才。

11 月 9 日 ， 2023 年 度 “ 甬 保
杯”大学生保险论文大赛在宁波国
际会议中心完美收官。

成功进入决赛的 10 支参赛队
伍，当天齐聚东钱湖畔，结合时下
行业政策导向和发展热点，为全国
保险创新献计献策。他们把论文写
在了宁波国家保险创新综合试验区
这块“试验田”上。

以赛聚才以赛聚才

“ 这 是 一 次 非 常 好 的 学 习 机
会，让我们能沉下心来去思考、研
究，在理论和实践结合中重新理解
保 险 创 新 的 内 涵 。” 在 获 得 本 次

“甬保杯”大学生保险论文大赛一
等奖后，来自上海交通大学参赛团
队的成员沈丽倩有感而发。

今 年 6 月 ， 2023 年 度 “ 甬 保
杯”大学生保险论文大赛正式开启
报名，总共有来自全国 42 所高校
的 84 支队伍报名参赛。

8 月上旬，大赛组委会组织来
自国内外学界、业界和政界的顶尖
专家对参赛队伍提交的论文提纲进
行评审，最终 30 支参赛队伍脱颖
而出，进入初赛，并在宁波开展为
期 5 天的实地调研。

“在炎炎夏日，我们开启了宁
波调研之旅。想不到宁波竟有这么
丰富的保险创新成果，例如公共巨
灾保险、灵活保、甬学保等，给我
留下了深刻印象。”来自浙江大学
参赛团队的成员易钰彤说。

在宁波调研期间，30 支参赛
队伍走访了保险科技产业园、中国
保险博物馆等，与人保财险、东海
航运、太保财险、大地保险、泰康
养老等 20 家保险公司深度结对合
作，聚焦宁波保险创新做法，搜集
论文一手素材，为撰写最佳论文打
好基础。

“我们的论文最终能获得二等
奖，离不开与东海航运保险股份有
限公司的深入合作与探讨。”来自
大连海事大学参赛团队的成员张蒙
丹说。该团队聚焦航运险精准定
价，基于对宁波航运保险业务的研
究，构建了船舶保险费率厘定模
型，完成了保险费率和保险金额精
算智慧定价。

以赛汇智以赛汇智

翻开这些获奖论文，发现研究
主题涉及领域十分广泛：有宠物医
疗保险、养老保险、航运保险、农
业保险，也有普惠保险、跨境电商
保险等，大学生们的研究主题涵盖
了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

再看团队成员，从本科生、硕士

研究生，到博士研究生，涵盖了多层
次保险青年人才，可谓群英荟萃。

“大学生们在决赛中的精彩表
现令我印象深刻。他们的论文研究
范围广、想法多，虽然有的论文观
点在实际业务中还显得比较理想
化，但创新的想法还是给了我们一
些启示，例如航运保险费率和保险
金额的定价模型、关于宠物医疗保
险的创新想法，都有一定的借鉴意
义。”参会的一位保险公司评委说。

此次比赛中收获掌声最多的，
莫过于一等奖获得者上海交通大学
参赛团队。“团队着眼于跨境电商
发展，深入分析了跨境电商的保险
风险，对保险公司新产品开发具有
启发意义。”大赛评委这样评价道。

“举行本次论文大赛，目的是
搭建全国保险创新人才交流互动平
台，用新思维、新方法、新理论讲
好保险故事，总结保险创新经验，
传递宁波保险创新声音。架起宁波
保险行业和全国保险青年人才之间
沟通的桥梁，为宁波集聚保险业人
才奠定基础。”大赛组委会相关负
责人说。

以赛引才以赛引才

“这次宁波之行，让我了解到
这里的保险创新氛围非常浓厚，这
里既有展现保险文化的中国保险博
物馆，也有集聚各大保险公司的特

色产业园。如果同学们毕业后想从
事保险行业，宁波是个好地方。”
沈丽倩说。

这不光是沈丽倩的心声，也是
许多参赛队员的感悟。一群大学
生，因保险与宁波结缘，因大赛与
宁波拉近了关系。

在宁波国家保险创新综合试验
区这块“试验田”上，让保险青年人
才尽情发挥才华，为保险创新提供

“金点子”，是举办这场大赛的初衷。
而用比赛吸引人才、留住人才，才是
大赛主办方的“心思”所在。

近年来，宁波持续加大保险人
才引进力度，开展了一系列合作交
流活动，搭建人才培养、交流平台。

从 2017 年起，宁波就开始承
办全国大学生保险创新创意大赛，
吸引一大批学生参赛，激发大学生
保险创新意识。

2021 年，宁波开展了全国大
学生保险暑期实习实践活动，联合
学校与保险公司，通过“政校企”
三方联合培养，为学生与保险机构

“牵线搭桥”，破解保险机构引人
难、育人难、留人难等问题。

此外，宁波还与武汉大学经济
与管理学院合作，开展学生赴甬访
学与就业对接交流活动，让访学团
实地感受、了解宁波的风土人情、人
才政策和就业环境，进而吸引保险
专业应届毕业生来甬、驻甬，为宁波
保险业的发展注入青春“新动能”。

执笔为剑 以文论道

看大学生如何为宁波保险创新破题

远古江南·海陆山河——河姆渡文化发现50周年考古成果特展。
（沈晶晶 摄）

本报讯 （记者沈孙晖 通讯
员张超梁） 2023 中国 （宁波） 食
品博览会 （以下简称“食博会”）
这几天正在宁波国际会展中心举
行。作为宁波·黄冈对口合作工作
成果之一的宁波黄冈地标优品馆，
首次亮相食博会，由镇海企业黄商
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负责运营。

武穴佛手山药挂面、黄梅鱼
面、麻城金丝皇菊、罗田板栗、浠
水藕粉⋯⋯在位于 1 号馆的宁波黄
冈地标优品馆，市民可见到 200 多
种黄冈当地优质农特产品。

“ 黄 冈 有 全 国 知 名 的 黄 冈 中
学，大家对黄冈中学出的‘密卷’
一定印象深刻，除此我们还有底蕴
深厚的红色文化、独具魅力的文旅
资 源 、 品 类 丰 富 的 优 质 农 特 产
品。”宁波黄冈地标优品馆馆长程
娟介绍，该馆全面展示大别山革命
老区风貌、文旅资源、地标优品，
将甬城市民对黄冈的印象从“黄冈
密卷”，带到令人神往的“黄冈食
谱”。

黄冈素有大别山粮仓之称，是
湖北三大粮棉油、畜禽产品和水产

品生产基地之一，丰富的农业资源
孕育了大批独特的优质特色农产
品，诸多农产品被评为国家地理标
志产品，在业界享有盛誉。

今年 5 月，在宁波和黄冈两地
政府部门支持下，宁波黄冈地标优
品馆开馆运营，将黄冈当地优质农
特产品带到宁波销售。

“这是黄冈市在湖北省外开设
的第一家黄冈地标优品馆，从黄冈地
标优品名录中精选出超百家企业的
逾 600 种产品进行销售。”黄商供应
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盛江兵说。

自开馆以来，宁波黄冈地标优
品馆通过“线上+线下”渠道运
营，销路良好，如武穴菜籽油等产
品，深受宁波市民青睐，如今已是
该馆的畅销产品。

盛江兵是土生土长的黄冈人，
来甬创业 20 年，为推动宁波与黄
冈对口合作工作，更好地打通黄冈
地标特色农产品供应链，他担起了
宁 波 黄 冈 地 标 优 品 馆 的 运 营 重
任。“我们将持续做好运营工作，
为革命老区振兴发展作出更大贡
献。”盛江兵表示。

让宁波市民尽享“黄冈美味”

黄冈地标优品馆首度亮相食博会

宁波黄冈地标优品馆馆长程娟正在介绍小瓶装武穴菜籽油。
（沈孙晖 张超梁 摄）

本报讯（记者严龙 通讯员应
琼慧） 深秋时节，柑橘飘香。宁海
县力洋镇的柑橘进入采摘期。走在
村庄里，随处可见金黄色的柑橘缀
满枝头，果农们正抢抓时节采摘、
包装⋯⋯

在力洋镇小青村精品橘园，各
个品种的柑橘树上硕果累累，沉甸
甸地压弯了枝头。果农们将一筐筐
柑橘搬运装车，运往海通食品 （宁
海） 有限公司收购点。“柑橘保质
期短且不易储存，我们通过把柑橘
制成饮品、罐头食品等，不仅延长
了保质期，销售方式也增多了。”
海通食品 （宁海） 有限公司负责人
胡立锋说，力洋镇各村散户提供的
柑橘，他们也是能收尽收，尽力为
果农们的销售提供帮助。

宁海县力洋镇东南靠胡陈港，
西临三门湾。海湾长年形成的淤积
平原，有着微盐碱性的土壤，气
候、地理条件得天独厚，是柑橘生
长的绝佳之地。目前，全镇柑橘种
植面积达 1.5 万亩，约占宁海县的
40%，柑橘产业已成为力洋镇发展
致富的主导产业。

柑橘飘香缀满枝 力洋喜摘“黄金果”

◀硕果累累的柑橘树。 （严龙 吴帅 摄）

前日，高新区新明街道“长者食堂”正式开业。该食堂位于科技大厦
一楼，建筑面积约300平方米，由新明街道联合社会机构共同开办，旨在
解决辖区老年人特别是70周岁以上老年人的吃饭难问题。

据了解，新明街道辖区 70周岁以上的老年人有 1000多人。考虑到老
年人就餐安全，“长者食堂”在厕所、洗手台周围及就餐区、过道等都安
装配备了扶手和防滑设施。针对老年人饮食习惯，食堂每天推出菜品 50
种，荤素搭配，烹饪上注重低糖、少盐、软烂。

“长者食堂”目前推出的13元套餐，政府补贴3元，老人自付10元。
（王博 王朝武 李筱萌 文/摄）

共享幸福“食”光

▲图为工人正在分拣柑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