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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陈朝霞 海曙记
者站张黎升 朱尹莹）“在城南讲
堂听过青年学者周东旭讲的‘地图
故事’，宁波本土作家黄文杰带来
的‘宁波文化创新的力量’等 50
多堂课，感觉很有收获。”近日，
城南讲堂的“铁粉”张雅楠像往常
一样准时来到城南书院听讲。开办
一年多时间，“城南讲堂”已经俘
获了像张雅楠这样的“铁粉”近
3000 名，渐渐成为南塘老街的文
化名牌。

“城南书院始建于北宋，是四明
庆历五先生之一楼郁的讲学处，当
时叫正议楼公讲舍，袁燮接手后更
名城南书院，在此授课讲学，名噪
一时。”城南书院负责人张传庆表
示，虽然城南书院的建筑本体已消
逝在历史长河中，但沿用它的旧

称，就要对它的文化价值负责，认
真探寻“消逝”的文化遗产“复
活”之路。

“没有活水，就谈不上‘复
活’。”张传庆认为，传承，要充分
挖掘城南书院的文化内涵，强化市
民对书院的认可度；发扬，要“接
地气”，植入当今社会的文化元
素，设计策划符合现代人文化需求
的活动内容和活动形式。

不仅是城南书院，在海曙这片
文化沃土上，留存着众多文化印
记，很多书院、藏书楼、诗社、寺
院、会馆等文化、政治、宗教、商
业场所消逝在历史长河中，但仍留
著于文学作品中、流传于坊间言谈
中，是海曙历史文化的重要组成，
对海曙的地域文化、人文积淀产生
了重要影响。

“长久以来，在文化遗产的保
护利用工作中，我们容易忽略那
些物质载体已经消逝，但文化价
值依然留存的无形遗产，忽视了
对其文化价值的挖掘和再利用。”
海曙区文广新局相关负责人说，
对于这些“消逝”的文化遗产价值
再利用，恰是补上了文化传承这一
环节。

2012 年月湖诗社的成立也是
海曙探寻“消逝”文化遗产“复
活”的一个生动案例。最早的月
湖诗社诞生于晚唐后期，由始建
于唐大中五年、民国初改称“天
宁寺”（后被毁） 的住持宗亮所
创，成为唐宋以来月湖文化的璀
璨代表。月湖诗社前期创作的大
量诗歌辞赋，其思想引领、文化
传 播 奠 定 了 宁 波 深 厚 的 文 化 基

础。如今新成立的月湖诗社从最
初的几名核心会员，发展为百余
名爱好者。“今年除了推广诗词
文化，还要对有才华的会员进行
创作培训。”月湖诗社社长李皓
说。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文化遗
产也是一方水土，滋养着一方人
民。”宁波市文广新局文博处相关
负责人说，对无形遗产，不应让它
们随着物质形态的消逝而消失，而
要在正确理解其文化内涵的基础
上，进行新的诠释与衍生，寻求新
的物质载体，实现遗产的现代价
值。引导现代经营者和市民以自己
的认知参与到遗产价值的认知、构
建和传播中来，参与到新的文化体
系的创造中来，为宁波的历史续
根，文化续脉。

为“消逝”的文化遗产寻求“复活”之路

海曙要为历史续根文化续脉

本报讯（记者王岚 通讯员张
良） 总投资3.65亿元的南区污水处
理厂三期工程，近日顺利完成 8万
吨新增污水处理设备安装和调试。
年底，其每日的污水处理能力将从
24 万吨跃升至 32 万吨，成为中心
城区最大的污水处理厂，同时也是

第二座达到一级A标准的污水处理
厂 。 提 标 扩 建 后 ， 预 计 COD、
BOD 每 年 分 别 减 排 4964 吨 和
8760 吨，氨氮减排 1255.6 吨，总
磷减排 175.2 吨。这是市城管局供
排水集团昨天召开的半年度工作会
议传出的信息。

今年，市供排水集团加快治污
提标工程建设，除南区污水处理厂
外，日处理能力 10 万吨的江东北
区污水处理厂、日处理能力 16 万
吨的新周污水处理厂提标改造工程
也已全面开工建设。其中江东北厂
力争年底完成 MBR 池土建施工，

新周厂力争年底完成土建施工。
据了解，目前，我市自来水用户

总数为 135.45 万户，比去年年底新
增4.48万户。1月至7月供水量达到
2.59 亿吨，共处理污水 14059 万吨。
旺季日供水量突破历史纪录，达到
144.0295万吨，逼近制水能力极限。
与此同时，集团日工业供水量近期
超30万吨，相当于每天置换出30多
万吨的自来水供居民使用，大大缓
解了我市旺季自来水的供应压力，
实现“优水优用，让水于民”。

市民关注的桃源水厂建设正在
紧锣密鼓地进行，溪下水库西侧建
起了取水隧道，出厂管线标段已完
成沉井 19 座，正在施工的沉井 19
座，完成管道敷设 5.8 公里，隧道
共掘进1045米。

我市做大做精水文章
今年前7个月供水量达到2.59亿吨
处理污水14059万吨

盛夏季节，高温难耐，慈溪市
坎墩工业B区的一家气动液压企业
为了使工人们能轻松舒适地作业，
不但开启了厂房降温通风设施，还
在每个车间里摆放大型绿色盆景，
让员工们享受清凉。

（记者 徐文杰 摄）

绿荫车间

本报记者 徐 欣
通讯员 李进雄

梅山岛，如一叶扁舟，依偎在
祖国的东海之畔。利比里亚，位于
非洲西部，毗邻大西洋，是联合国
公布的世界最不发达国家之一，一
个独立百余年、内战十余年的复杂
地区，满目疮痍，瘟疫横行。两个本
无关联的地方，却因为一个名字而
联系起来，她就是浙江边防总队梅
山边检站检查员陈燕，中国第四支
赴利比里亚维和警察防暴队女警。

2016 年 3 月 10 日，赴利比里
亚维和警察防暴队出征，开始执行
为期一年的维和任务。作为 140名
维和警察中的一员，陈燕成为从梅
山岛走向利比里亚维和的第一人。
今年“八一”前夕，陈燕被授予北
仑区“最美军人”荣誉称号。

22 岁的陈燕毕业于云南民族
大学新闻传播专业。为了心中梦
想，品学兼优的陈燕义无反顾地选
择了边防警察。“成为新闻人的机
会以后还有，当兵的机会仅此一
次，我就是想挑战自己，朋友们都
说我受不了当兵的苦，难经风浪，
我渴望在部队中得到历练，成为一
朵铿锵玫瑰！”陈燕被分配到了梅

山岛上。但陈燕没有想到，在验证
台前工作未满一年，一个光荣使命
开启了她军营生活中崭新的一页。

2015年 4月，陈燕接到上级通
知，第四支赴利比里亚维和警察防
暴队由浙江边防总队组建，正在甄
选队员。这对于陈燕来说可是个难
得的机会，她想报名。周围的人劝
她：“那里太乱了，又那么热，那
么 多 疾 病 ， 还 有 可 怕 的 ‘ 埃 博
拉’……你一个女孩子，为什么要

去冒险？”陈燕犹豫了，可还是抵
挡不住内心的那份狂热，最终无悔
地奔向了维和征途。

首先迎接她的是长达十个月的
集训。作为一名入警大学生，军事
技能基础差、身体素质跟不上成为
陈燕的硬伤。每当训练达到极限支
撑不住的时候，她总会想起这些日
子来的付出和所获，就咬着牙安慰
自己：坚持，再坚持一分钟就成功
了！终于，她以全科全优成绩顺利

地通过联合国甄选评估，成为一名
真正的维和女警。

2016年 3月，陈燕满怀憧憬踏
上征程。初抵任务区，利比里亚政
局不稳，形势动荡，生活设施奇
缺，疫情肆虐，蛇蜥遍地，鸡蛋大
小的蟑螂和足以致命的毒蚊子更是
无处不在，蔬菜水果严重匮乏，饮
用水水质难以保证……就是在这样
的艰苦环境下，刚刚结束 24 小时
飞行的陈燕走进了一个四面不透风
的集装箱，那就是她即将奋战一年
的指挥中心值班室。

陈燕记得，上任第二天，她第
一次在指挥中心值夜班，要求全程
保持清醒，一丝不苟地盯着摄像
头，同时处理各种突发情况。闷热
的西非夜晚、饥肠辘辘的肚子、不
停袭来的困意，甚至是难以听懂的
非洲口音都让她感到有些疲惫。她
拿出清凉油抹在太阳穴上，让大脑
始终保持清醒。

作为 24 小时在岗的值勤官，
陈燕每天要面对的是接收和翻译电
子邮件，接听记录内外线电话，观
察监控区域，传阅文件，与外勤、
岗哨人员保持通联等繁重而细致的
工作。陈燕说，既然选择了远方，
又何惧风雨兼程。

从梅山岛走向利比里亚的维和女警

陈燕在利比里亚。 （李进雄 摄）

本报讯 （见 习 记 者孙佳丽
通讯员王前） 昨日上午，记者从
宁波市全面推进“放心消费在浙
江”行动新闻发布会上获悉，我
市日前颁布了 《关于全面推进

“放心消费在浙江”行动的实施意
见》，以提升我市消费环境的“安
全度”、经营者的“诚信度”以及
消费者的“满意度”。

据通报，今年上半年，我市
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1795.4
亿元，同比增长9%；实现商品销
售总额 10249.9 亿元，同比增长
21.1%。市民的消费层次有所提
升，消费结构有所调整，消费需
求日益品质化、个性化，网络消
费、绿色消费、农村消费、旅游
消费等新消费模式和消费领域快
速发展，新的消费潜力不断释
放。但与此同时，新的消费问题

不断出现，消费维权的模式亟待
创新和转型。

针对这些新的消费问题，我
市将推进食品药品安全治理行
动、“质优宁波”行动、放心消费
示范创建行动和“放心品牌”打
造行动等六项行动，同时完善放
心消费文化培育机制、质量安全
监管机制、消费纠纷高效便民处
理机制以及社会监督机制等六项
机制。到 2020年，争取实现市民
群众对消费环境抽样满意率在
85%以上，消费纠纷自行和解率
在 80%以上，消费投诉处理率保
持在 95%以上，消费者对“放心
消费”行动认同感在85%以上。

据介绍，消费者可以参与“放
心消费”示范单位评估。消费者若
发现经营者违背其张贴在店内的
承诺，可以向市场监管部门举报。

我市全面推进
“放心消费”行动

本报讯 （记者徐欣 通讯员
林嗣健 陈栋） 我国已故著名经
济学家董辅礽的子女日前赴江北
区中马街道新马路寻根。

去年 6 月，全国首个国家级
保险创新试验区落户宁波。泰康
人寿董事长陈东升来甬考察时为
其导师董辅礽先生寻根，江北区
新马路 23号赵宅门口界碑书“赵
姓己墙”被确认是董辅礽先生外
婆的故居。它是民国时期砖木结
构建筑，现为“新马路建筑群”
保护名录下的市文保点。结合

“董辅礽基金会”平台，陈东升意
向将新马路 23号老宅建设成董辅
礽纪念馆。

董 辅 礽 （1927 年 -2004 年）
出生于江北区新马路的外婆家，
是我国著名经济学家，有“一代
经济学大师”之称，其生前为我
国经济体制改革作出了巨大贡
献。此次陈东升一行就董辅礽纪
念馆的规划设计和未来设想与江
北区相关负责人进行了沟通。据
悉，泰康人寿有意向将健康险总
部落户宁波。

新马路老宅拟建
董辅礽纪念馆

本报讯 （记者仇九鼎 通讯
员张跃镪 胡云杰） 近日，在宁
海县大佳何镇宏大塘，国网宁海
县供电公司的电力员工冒着酷暑，
检查 8 台出故障的增氧泵。晚上 6
时 20 分，随着“病患”排除，150 亩
金色碧波的水面上翻起了白色的
浪花，闷憋多时的 100万尾黄鱼终
于吸上了新鲜的氧气。“多亏供电
职工送来了‘救命电’，使塘里价值
几百万元的黄鱼转危为安。”宏大
塘养殖专业户尤敏奇感激地说。

尤敏奇是大佳何村人，承包
了宏大塘 550 余亩海塘，主要从
事黄鱼、铜盆鱼、石斑鱼和金刚
草虾养殖，是宁海县第一个海水

养殖黄鱼、草虾的专业大户。那
天，就在尤敏奇准备回家时，黄
鱼养殖塘里的 8 台增氧泵同时失
灵。尤敏奇立马向桥头胡供电所
打电话求救。10 分钟后，4 名职
工就赶到养殖塘，迅速对已抬上
岸的增氧泵进行检查，经验丰富
的检修员很快查出增氧泵线路接
头熔化了，经过快速抢修，8 台
增氧泵都修好了，又一次在水面
上舞起了欢乐的浪花。

“没有供电公司职工，这一塘
黄鱼将是‘血本无归’，感谢供电
部门的好服务。”尤敏奇说，如果
缺氧 3 小时以上，黄鱼、草虾、
对虾等就会窒息而亡。

宁海一黄鱼养殖塘8台增氧泵同时失灵

供电职工送来“救命电”
百万尾黄鱼转危为安

本报讯 （记者余建文 通讯
员陆金妹） 经过半年多的酝酿，
镇海区骆驼街道老集镇棚改二期
工程近日正式启动。工作人员冒酷
暑开展入户调查，征询意愿，建一
户一档，街道“政策三人小组”也再
次集结，随时解决各类疑难问题。

据介绍，二期工程的主要改
造范围包括一期区域内涉及骆
驼、联勤等 5 个村集体土地的房
屋拆迁，以及中街、南一社区等
部分区块上的国有土地房屋征
收，涉及住宅 490 余户，企业 7

家。此外，联勤村的老俞家畈、
水稻农场以及盛家社区后塘、金
竹巷等地块拆迁也正式启动，涉
及住宅140余户。

骆驼老集镇棚改是镇海区最
大规模的旧城改造工程。其中，
一期工程签约居民 3500多户，12
个地块全部生效。二期工程已获
得国开行授信 9.3 亿元，将继续通
过全员参与、全员承包，全天候的
工作机制，全面推进。按照计划，街
道在 8 月份完成意愿征询和入户
调查工作，并适时公布相关结果。

骆驼老集镇
棚改二期工程启动

本报讯 （记者陈飞 通讯员
李伟强） 2017“亲情中华·汉语
桥”夏令营 （浙江宁波营） 近日
落下帷幕。为期 13 天的夏令营，
40名来自美国、加拿大、西班牙、
法国、葡萄牙、阿联酋、日本等国家
的华裔青少年，共同开启“寻根、文
化、友谊、认知”之旅。

本次夏令营由中国侨联、国
家汉办主办，浙江省侨联、宁波
市侨联、鄞州区侨联和鄞州中学
联合承办，旨在推进海外华文教

育、弘扬中华优秀文化，使海外
华裔青少年成为中外文化交流的
友好使者。

夏令营为营员们安排了汉语
课、魅力纸编、传统乐器、书法
篆刻、音乐欣赏等课程，组织营
员们游览了天一阁、宁波博物
馆、南塘老街、鄞州天宫庄园、
奉化溪口等地，同时还参观考察
了宁波舟山港北仑港区，并与正
在进行“海燕集结”活动的哥哥
姐姐们开展了联谊交流活动。

2017“亲情中华·汉语桥”
夏令营举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