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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崔小明） 昨天，
全国文化产业工作会议在苏州召
开。根据会议统一安排，我市代表
在会上介绍了开展文化金融的做法
和经验。此外，江苏、湖南、重庆
等地的代表也在会上发了言。

据了解，2014 年以来，市委
把深化文化金融合作列为全面深化
改革的年度重点项目。2015 年，
市政府把创建文化金融合作试验区
写入了政府工作报告，启动实施金
融服务体系构建工程。2016 年，
市委市政府把深化文化金融合作纳
入“十三五”文化发展规划，确立
了文化金融合作在文化产业发展中

的地位。
近年来，我市文创金融发展

迅速，设立文化产业发展专项资
金，资金总额逐年增加，2016 年
达 到 2 亿 元 ， 每 年 采 取 贷 款 贴
息、项目补助等形式支持文化产
业发展。农行宁波市分行在全国
农行系统内及宁波金融系统组建
了首家文化创意支行，2014 年 6
月以来授信总额 8.7 亿元，贷款余
额 4.6 亿元，其中 95%为文化企业
贷款。我市还设立文化产业信贷
风险补偿资金。该资金 2015 年设
立规模为 1000 万元，2016 年规模
扩至 3000 万元，按 15 倍放大授信

额度，主要用于金融机构对中小
微文化企业的贷款所产生的损失
进行补偿。同时积极发挥宁波民
营经济发达的优势，2015 年将民
和汇通小额贷款有限公司改组为
宁波市文创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
司，注册资本 1 亿元，政府以注
入部分国有资本金的方式来支持
小贷公司业务发展，现已为文创企
业发放贷款 1.5 亿元。发挥财政资
金的激励引导和杠杆放大效应，吸
引社会资本进入文化产业重点领
域，2016年专门设立了规模2亿元
的文化产业基金，主要投资宁波市
内的文化企业和文化重点项目建

设，实现财政专项资金向产业发展
基金转化，财政资金行政性分配向
市场化配置转变。为了动员社会力
量共同促进文化产业的发展，我市
采取设立文化发展基金会，财政出
资购买服务、社会定向捐赠形成资
金池，首期规模 370万元，主要支
持各类公益性文化发展项目，包括
优秀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利用、民间
优秀文艺作品的创作与推广等。
2016 年基金支持举办的“最美”
系列活动受到了社会各界好评。

昨天，出席会议的文化部部长
助理于群在讲话中对宁波文化金融
工作取得的成绩予以充分肯定。

全国文化产业工作会议昨天召开

我市在会上专题介绍文化金融工作经验

本报讯（记者陈青 通讯员徐
岚 张紫艺） 这几天，宁波市图书
馆在微信公众号上一直在推一条信
息：“全城寻人：林新我，图书馆
重建后，您来过吗？”寻找 67年前
写信给 《宁波人报》，建议将中山
公园里的图书馆再开起来的老读者

“林新我”。
据悉，今年正逢宁波市图书馆

建馆 90 周年，位于东部新城核心
区的新馆即将建成开放。目前该馆
正面向社会开展史料、实物征集活
动，邀请广大读者续写书香之城的

新篇章。
始创于 1927 年的宁波市图书

馆前身为揽秀堂、宁波教育会、薛
楼 。 1950 年 3 月 8 日 ，《宁 波 人
报》刊出了一封署名“林新我”的
信：“编辑先生：我们一般人不能
够出很多钱去买书来看，但是又很
要看书及学习，所以希望本市人民
政府将中山公园里的图书馆，最好
再开起来，使我们可以来看看浙江
日报、解放日报和其他图书，这是
我们一般市民及职工的希望。敬祝
安好。读者林新我建议。”

林新我来信中所说的“中山公
园 里 的 图 书 馆 ” 指 的 是 开 放 于
1927 年 的 宁 波 市 市 立 图 书 馆

（1931 年更名为鄞县县立图书馆）。
抗战爆发后，图书馆的贵重藏书暂
存到鄞县、宁海等地，至 1945 年抗
战胜利后复馆于中山公园。在 1949
年 12 月至 1953 年 12 月间，履行公
共图书馆职能的是位于中山公园内
的宁波市人民文化馆书报阅览室。
1953 年 10 月，经浙江省文化局批
准，宁波市图书馆在中山公园旧址
重建，并于次年元旦正式开放。可以

说，解放后宁波市图书馆的重建，一
方面得益于经济社会的发展，另一
方面也是读者的呼吁和心声。

该工作人员表示，宁波市图书
馆寻找这位署名为“林新我”的读
者，想了解这位读者在 1954 年之
后，有没有再次来到宁波市图书
馆，他（她）在信中所表达的在图书
馆里“看看浙江日报、解放日报和其
他图书”的心愿有没有达成？“希望

‘林新我’读者本人或知情者在见到
这篇消息后能联系市图书馆，续上
这段67年前发生的故事。”

市图书馆全城寻找老读者“林新我”
67年前曾建议重开图书馆

本报记者 林海
通讯员 王静雅 童俊娜

近日，在泰国曼谷举行的
2017 年世界少年举重锦标赛暨
2018 年布宜诺斯艾利斯青奥会
选拔赛上，来自宁海县的举重小
将俞梦倩以总成绩第一、抓举第
二的成绩勇摘 53 公斤级金牌，
继去年之后蝉联世界少年举重锦
标赛冠军，并获得 2018 年布宜
诺斯艾利斯青奥会的参赛资格。

深山雏凤欲试飞
位于宁海西北的深甽镇有个

叫外八石的小山村，那里的村民
远离城市的喧嚣，日出而作、日
落而息。2010 年，外八石村一
改往日的宁静，县体育局竞训科
科长郑海萍携本县举重教练范玲
亚驱车来往于外八石的山路上，
这段时间她们为了配合宁波教练
王秀芬挑选举重苗子的工作，走
访了全县各所学校。经过初选，
深甽镇有两人入选，俞梦倩是其
中之一。

回想挑选举重苗子的那年，
王秀芬教练十分感慨。当初她看
到俞梦倩时，就感到这孩子特别
有灵气，心中不禁暗自欢喜。在
与家长沟通时，俞梦倩的父母认
为，宁波市体校居然要到宁海的
小山村招生，感觉有点不靠谱，
生怕遇到“招生的骗子”，更舍
不得送孩子去吃苦。王秀芬似乎
看出了他们的纠结，为了能让他
们安心，于是请宁海县体育局协
助动员。在俞梦倩接受一星期的
初训后，王秀芬让她的父母亲自
到宁波查看学习环境，然后做最
终的决定。

都说儿女是母亲身上掉下的
肉，俞梦倩的母亲看到举重训练
很辛苦，又要长年在外，说什么
都不愿让女儿离开自己的怀抱。
俞梦倩的父亲也陷入了两难之
中。想不到才十岁的俞梦倩此时
却站出来，嚷嚷着一定要去宁波
训练和读书，态度坚决。看到女
儿小小年纪有如此坚定的意志，
父母又不忍心扼杀她的理想和抱
负。经过商议，夫妻俩最终决定
尊重女儿的选择，并嘱咐她：

“路是你自己选的，既然选择了
就一定要坚持到底，不能轻言放
弃！”

蜕变金凤展翅飞
一直生活在父母庇护下的孩

子突然背井离乡，去面对一个全
然陌生的环境，每天还得刻苦训
练，这是一个相当艰难的过程，
非一般人能坚持得了。与俞梦倩
同时入选的队友因为受不了训练
之苦而中途放弃了。看着同伴离
开，俞梦倩那幼小的心没有被任
何困难折服，凭着对体育的热爱
和执着，继续着艰苦的举重训练
生涯。弹指三年间，在教练的关
爱和指导下，俞梦倩小小年纪，
一路披荆斩棘，最终在举重台上
熠熠发光，获得了许多全国、
省、市青少年举重比赛的冠军。

2016 年 10 月，俞梦倩首次
参加在马来西亚举行的世界少年

举重锦标赛，在女子 53 公斤级比
赛中获得挺举第一名和总成绩冠
军，这是她人生中第一次获得世界
级比赛的金牌，而且是双料冠军；
今年 4月初，俞梦倩再次征战在泰
国举行的世界少年举重锦标赛，在
决赛中勇挫朝鲜举重小将，再次夺
金！尽管蝉联世界冠军，俞梦倩也
对对手充满了敬意。她说，决赛中
的对手实力很强，表现出色，一开
始自己心里没底，幸亏去年有过一
次参加比赛的经验，才少了一些压
力。

当俞梦倩的父母得知女儿再次
夺冠时，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

“我们就生了梦倩和她姐姐两个，
梦倩是从小离开的，一年回家才两
次，就算回家逗留的时间也很短，
今年也是大年三十回家正月初二就
回去训练。她从小就乖巧懂事，每
次回家都不说自己的辛苦，总挑一
些开心的事说给我们听，好让我们
安心。”

感恩教练如父母
十岁离家，十六岁站上世界级

举重台。从一个什么也不懂的孩
子，到今日的世界少年举重锦标赛
冠军，除了依靠自己的坚持与不屈
不挠的精神，俞梦倩最想感谢的就
是恩师王秀芬和孙彩艳了。她说：

“我跟王教练五年，这五年的训练
对自己来说受益匪浅。王教练对我
的照顾实在太多，刚进队时因为年
少体质差，老是生病，是王教练半
夜带我去医院，还一直不眠不休地
照顾，直到我痊愈；她善解人意，
待我就像她自己的家人，而我也把
她当成自己妈妈一样，我总想着怎
么去报答她。”

去年，俞梦倩进入宁波市体工
大队，受教于孙彩艳教练。因举
重是按运动员的体重分级比赛，
所以控制体重非常重要，平时不
能 摄 入 高 脂 肪 的 食 物 和 大 量 的
水。有时俞梦倩在比赛前不小心
水喝多了导致体重失衡，就要做
降体重训练。她说：“孙教练在日
常训练工作中很辛苦，也很会体
恤自己的队员，我做降体重训练
时 ， 孙 教 练 总 是 不 辞 辛 苦 地 陪
练，有次两人一起爬楼梯，从一
楼爬到 16 楼，爬到第四回就没有
了多少力气，孙教练自己其实也
很累，却坚持要搀扶着我下楼，
令我十分感动。”

遇到两位良师，是俞梦倩的幸
运，她们的关怀和善解人意，填补
了俞梦倩从小离家无法与亲人厮守
的遗憾。俞梦倩觉得唯有好好训
练，才不会辜负她们的厚爱。

举重世界冠军在全市屈指可
数，更何况是一个小县城？1998
年，在芬兰举行的世界举重锦标赛
上，王秀芬一路过关斩将，英勇夺
金，成了宁海乃至宁波第一个举重
世界冠军。想不到多年后，从世界
冠军的舞台走向教练生涯的她，又
培养出了一个世界少年举重锦标赛
冠军——俞梦倩。看到俞梦倩如今
的成绩，王秀芬比任何人还要开
心，她对着手机屏幕祝福俞梦倩：

“继续加油！就算没有成功也不要
灰心，只要坚持努力定会成功，加
油！”

深山飞出金凤来
——记两届世界少年举重锦标赛冠军俞梦倩

本报讯（记者林海 通讯员
王炯） 4月17日晚，2017年全国
游泳冠军赛暨第十三届全运会预
赛在青岛落幕。根据市游泳训练
中心的统计，代表浙江队参赛的
宁波游泳运动员有汪顺、吴宇
航、钱智勇、葛军海、章扬欣、
谢宁、张雯雯、马婕妤 8人，分
别参加了男、女 16 个小项的角
逐。在 8个比赛日中他们顽强拼
搏，获得4金3银共7枚奖牌。

汪顺用实力赢得了 3枚金牌
以及 200米自由泳、4×100米自
由泳接力的 2枚银牌。宁波小将
钱智勇在比赛中也有上佳表现，

获 得 了 男 子 4× 200 米 自 由 泳 接
力、男子4×100米混合泳接力的2
枚金牌和 4×100 米自由泳接力的
银牌，此外，他在 200米混合泳和
200 米自由泳比赛中，分别获得了
第四、第五名的成绩。小将马婕妤
表现不俗，在女子 4×200 米自由
泳接力赛中获得银牌，在 50 米蝶
泳比赛中获得第六名。吴宇航获得
200米蝶泳第四名的好成绩。

全国游泳冠军赛是第十三届全
运会预选赛，宁波泳军表现出色，
汪顺、吴宇航、钱智勇、谢宁、马
捷妤共 5 人获得全运会决赛入场
券。

宁波五名游泳选手
获全运会决赛入场券

本报讯（记者林海 通讯员黄
定福） 昨天上午，由庆安会馆和莆田
商会共同主办的纪念妈祖诞辰1057
周年纪念日祈福活动在庆安会馆举
行。活动主要有纪念妈祖诞辰大典、

妈祖仪仗队巡游等。
纪念妈祖诞辰大典按奠币、献

花、敬果等程序依次进行，以祈风调
雨顺、国泰民安、社会和谐、世界太
平、未来美好。妈祖文化在中国传播

已有上千年历史，随着华人足迹走
向世界，目前妈祖信众已遍布全球
20个国家和地区，全球有数亿信众
把妈祖作为信仰的神明。2009 年，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妈祖信俗列入

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宁波的妈祖文化传入历史悠

久，全盛时期全市共有妈祖庙、天
后庙、天后宫和供奉妈祖神像的宫
庙近200座。

庆安会馆举行妈祖诞辰纪念活动

本报讯（记者崔小明）昨天下午，
著名越剧表演艺术大师徐玉兰去世，
享年96岁。解放前她曾在宁波“天然
舞台”演过两年的越剧，是红极一时
的“名角”。她对宁波越剧的最大贡献
是，让宁波的越剧实现了从“幕表戏”
到“剧本戏”的飞跃。鲜为人知的是，
她还是宁波媳妇。近年来，她曾多次
到宁波参加社会活动。

据了解，徐玉兰生于1921年，祖
籍浙江新登。1933年进入新登的东安
舞台科班学花旦，后改老生。1941年
12月19日，在上海老闸戏院正式挂
牌改演当头肩小生，首演《盘夫索
夫》，一举获得成功。1942年6月，在
越剧界有“女子越剧创始者”之誉的
名旦施银花受“天然舞台”聘请，来宁
波演出。临行前，施银花盛情邀请当
时刚刚从老生改唱小生、在上海越剧
界初露头角的徐玉兰一起去。当时的

“天然舞台”于1928年由何志庚建于
和义路。1933年迁至右营巷，有座位
1320个，其设备与规模在当年首屈一
指。徐玉兰首演获得巨大成功。半年
合同期满，“天然舞台”老板极力挽留
徐玉兰留下。徐玉兰被宁波戏迷的热
情所感动，留在宁波演出。当时越剧
演出形式还是“幕表戏”，唱词、念白
皆是师徒口口相传，并无定规。徐玉
兰听说上海开始演“剧本戏”时，就向
剧院老板建议，从上海请来了金牌越
剧编导刘涛先生，排演了剧本戏《黄
金与美人》，改变了越剧原先那种无
文字、无剧本、轻舞美的状况，把越剧

从“幕表戏”一举推进到“剧本戏”这
样一个全新的表演形式，揭开了宁波
越剧革新的序幕。徐玉兰直到 1944
年下半年回到上海，在宁波整整演了
两年，天天日夜两场，场场爆满，共演
了208本戏，近百万人次的宁波观众
看过她的演出。

徐玉兰对宁波的深厚感情还不
仅限于宁波是她事业发展的重要阶
段，更由于她还是宁波媳妇。1943
年下半年，徐玉兰在天然舞台演出
时，认识了老板的内侄、沉默寡言的
教书先生俞则人。两人经过 12年的
恋爱，最终走到了一起。

除了“文革”十年被迫离开舞台，
其他时间徐玉兰一直耕耘在越剧百花
园中。1997年上海市庆祝香港回归晚
会上，徐玉兰与金采风合演了《送凤
冠》，这是她最后一次正式登台演出。

徐玉兰的表演富有激情，神采夺
人，尤其是扮演风流倜傥的角色，独
步越坛。她嗓音嘹亮，旋律高昂，被称
为徐派。代表作为《红楼梦》中的贾宝
玉、《追鱼》中的张珍、《春香传》中的
李梦龙、《西厢记》中的张生等。

徐玉兰经常回宁波。2003 年 6
月 26 日，徐玉兰专程来甬，参加在
新芝宾馆举行的“徐玉兰与宁波越
剧革新60周年纪念活动”。2005年1
月 10日，我市举行袁雪芬、范瑞娟、
傅全香、徐玉兰越剧界“名角”一代
风华七十周年庆纪念演出时，徐玉
兰亲临宁波，与越剧迷们面对面，介
绍她们各自流派的艺术特点。

越剧表演艺术大师徐玉兰去世
她为宁波的越剧事业发展作出过历史性贡献

本报讯（记者陈青） 昨天，惊
闻徐玉兰去世的消息，我市越剧界
人士深感痛惜，纷纷缅怀徐玉兰的
艺品艺德。

梅花奖获得者张小君是徐玉兰
在宁波唯一的弟子。昨晚记者打电
话给她，张小君的心情非常沉痛。
她说几个月前老师身体就不太好，
不久前刚去看过。张小君深情回忆

了与老师相处的点点滴滴。她说，
去上海演出，总要留两天，听老师
讲戏，老师一直是手把手教她演
戏。“只要老师在台下，我在台上表
演就觉得底气很足。”张小君说，

“老师为人正直，一辈子认认真真演
戏，清清白白做人。”有一次上海的
电视台播出张小君的全本戏，她打
电话问老师哪里有不足。徐玉兰不

客气地说看了一点就把电视关了，
并说：“你在台上演小生，没有裹
胸，娘娘腔，舞台上演男人就要像
男人。”张小君铭记于心，更加刻
苦用功，后来终获梅花奖。

宁波市戏剧家协会越剧研究分
会会长、81岁的孙世基回忆了他和徐
玉兰交往的情况。1983年他开始专门
整理徐玉兰在宁波演出时的资料，之

后把整理好的资料送给了她，她看到
后很激动。2003年，我市举办宁波越
剧改革 60周年纪念活动，孙世基把
徐玉兰接到宁波参加活动，她精神状
态非常好。之后，孙世基每年都会拜
访徐玉兰。青年学者周东旭 2013年
曾和孙世基一起到过徐玉兰在上海
的家，“那时候徐老师已经92岁了，但
是精神很好，记忆力也不错，而且一
点没架子。”周东旭说，徐老师还跟他
们回忆了上海越剧院的大型史诗越
剧《舞台姐妹情》，那是越剧界“九代
同堂”共演的大戏。

我市越剧界深情缅怀徐玉兰

徐玉兰 （中） 在庆祝越剧百年诞辰专题电视文艺晚会上 （2006年3
月27日摄）。 （新华社发）

●城市文化交流平台“周六
悦读沙龙”第 49期将于本周六下
午 1 30 在 鄞 州 书 城 举 行 。 届
时，畅销书作家笛安将与您分享
她的文学世界。想参与的读者可
以到鄞州书城、悦读时光书吧及
百丈书店领取免费入场券。

笛 安 是 “80 后 ” 新 生 代 作
家。从 2009 年获华语文学传媒

“最具潜力新人奖”开始，笛安在
韩寒、郭敬明之后，开启了一个
崭新时代，她主编的杂志 《文艺
风赏》 强调传播都市文化、现代
精神，与年轻读者一起确立对于
文学、艺术的全新审美标准。已
出版作品有 《西决》《东霓》《告
别天堂》《芙蓉如面柳如眉》《南
音》《南方有令秧》。（许静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