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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门三市，南塘河畔繁华地

南塘河是船行进入宁波城内的
水路要道，也是漕粮船、官船进出
宁波城的重要通道之一。用于浙东
的水运和物资交换，还担负着送别
行旅过客的历史重任。

南塘河是宁波的“母亲河”，从
它山堰流淌下来的河水，养育着一
城民众。这里是宁波古城的南廓，是
闻名的“南门三市”的所在。

明代天顺二年(公元 1458 年)确
定：“南塾墟”逢农历初三、十
三、廿三有市集，俗称“南门三
市”。明朝沈明臣诗句“南塘路上
百花娇，满面春风处处娆”，写出
了当时的盛况。

到了民国，据 《鄞县通志》 记
载，当时的“南门三市”胜过“西
门八市”，城里人家办红白喜事，

都到南门来买鸡鹅鸭和各种河海
鲜。

南郊路，是整个南门集市的中
心地带，商铺格局大多是前店后
场，工场的楼上是店主的住舍。一
河一街，特色显明。

从永善亭开始，两边街屋连甍
接脊，蔚然成街市。南货店、杂货
铺、酱园、酒肆等常年开张，还有剃
头、铜匠、弹棉花、打铁、刻图章等小
店即来即有，叫“坐贾”。一到市集
日，近至西乡，远至余姚等地，小贩
们挑着担子从四面八方赶来，叫“行
商”。那时的南郊路，充满着南腔北
调的商贩和前呼后拥的赶集人，热
闹场景堪比《清明上河图》。

每逢集市，四乡八镇的农民都
会挑着各种土特产来这里贩卖，临
街的店铺以竹制品为主，有卖竹篮
的，有做淘米箩的，还有出售竹蒸笼
的。由于农贸产品品种齐全，由此形
成了很多有特色的地名。比如南郊
路和杨家桥巷附近就有鹅场跟、牛
市等小弄堂。

后来，三市的手工作坊小店加

入了合作社，从此热闹的集市逐渐
消散。

这里也是历史上天台宗信徒朝
圣的出发地，是宁波早期文化大族
的聚居地。

袁氏大宅、关帝庙等大宅院尚
在，官记酱园旧址、施茶的过街亭、
沿河的客船埠头、南塘河上甬水桥
等还在，共有七处文保点，这一带成
为宁波八大街区之一，并且是唯一
的江南水乡特有民居景观的历史街
区。

当南京的秦淮河、苏州的平江
路、成都的宽窄街、武汉的汉正街、
上海的新天地......成为本地市民和
外地游客趋之若鹜的时尚街区时，
如何让静态的南郊路历史街区“活”
起来？2009年起，宁波城旅公司开始
策划在此进行文化提升规划和保护
性开发。

南塘老街，时尚风雅今胜昔

2012 年 1 月 15 日，南塘老街一
期正式开街，300 米长的石板街上，

保留了许多民居大宅，并以宁波味
道为特色，引入一副食品、赵大有糕
点、宁海草湖食品、梅龙镇饭店和糕
点等38家品牌店铺。

2015 年 9 月 26 日，南塘老街二
期再次闪亮开街。一期、二期合计出
租店铺 147 家，开业 140 家，其中餐
饮店铺 106家、生活配套店铺 40家。
业态除了延续“宁波味道”外，还引入
人文生活、时尚文创、休闲配套等。

城南书院、枫林晚书店、阅居精
品酒店、宁波旅游之窗、南塘邮局、

“猫的天空之城”等特色店铺，让南
塘老街更有味道、更文艺范。

城南书院是宋代由“庆历五先
生”之一的楼郁创办的，书院里一边
教授一般官学要完成的读书识字的
基础课程，同时在讲课之间，学者传
播自己的学说。楼先生的门下，著名
的学生有丰稷、舒亶、袁毂、罗适、汪
锷等，日后个个了得。如今，城南
书院正房作为书画展览、文房四宝
销售的场所，偏房成为特色餐馆。

宁波旅游之窗，是宁波旅游服
务平台和一日游集散地，已成为国

际旅游交流中心。
抢占南塘老街商业先机的梅龙

镇，生意红火。该店经理应君波
说，餐馆主打百姓喜欢的宁波菜，
价格亲民。双休日包厢需预订。糕
饼现做现卖，其中宁波人做寿用的
水晶油包，量多时也要提前预订。

“赵大有”店长徐明说，这里
销 售 的 糕团品种达 160 种，绿豆
糕、状元饼、吉饼、油包、斧头包
等销量较多，年营业额有200万元。

这里也是传统文化展示的窗
口。每逢元宵、清明、七夕、中秋
等节日，必举办相应的民俗活动。

市民可体验挑货郎担、擦皮鞋、拉
黄包车、看西洋镜......

这里也成为一些电视剧、网剧
的取景点，拍摄婚纱的新人就更多
了。

据南塘老街企划部张蕾介绍，
在街区开展一些文化活动，吸引市
民前来休闲，如夏季纳凉晚会，举
办旅游集市等。每周五晚上，在仿
古戏台上演甬剧、越剧、京剧折子
戏；下半年，打算请走书艺人来唱
宁波走书。下一步，电影家袁牧之
的故居，将建成一个电影主题纪念
馆。

历史街区蝶变休闲新地标历史街区蝶变休闲新地标

砖木楼、甬水桥、古戏台；梅龙镇、赵大有、枫林晚
……踏着百年石板路，沿千载南塘河缓缓而行，走在南塘老
街上，游人的脚步情不自禁地慢下来，观景、喝茶、购物；
玩游戏、看戏文、品美食。

这里已成为集历史古迹、旅游观光、文化休闲、百年老
店、民俗特色于一体的主题街区，宁波旅游休闲的新地标。

本报记者 余建文
通讯员 黄超梅

机构养老加速扩容提质

镇海是全市人口老龄化最高
的区域之一。据统计，目前，该
区每 100 个人中有 24 位是 60 周岁
以上的老年人。据相关部门预
测，今后几年，老年人口增速仍
将高于总人口增长速度，到“十
三五”末，该区户籍老年人口将
超过 7 万人，占总人口的比重接
近30%。

近年来，镇海区持续把提升
养老服务作为民生重点工程，软
件、硬件建设同步快速推进。一
方面，推动公办养老机构“增量
转 型 ”。 该 区 累 计 投 入 5000 万
元，先后完成蛟川街道云龙福利
院、庄市街道敬老院、澥浦镇敬
老院等 5 家政府托底保障类公办
养老机构“改、扩、提”工程，
新增床位 580 张，重点转型发展
护理型和医养结合型养老机构，
为更多失能失智、需要机构护理
的老年人提供普惠制的养老服
务。去年夏天新投入使用的澥浦
康悦颐养院，引入“公建民营”
模式，把日常管理、运营全权委
托给第三方公司打理，而且把村
社区卫生服务站设在敬老院内，
实现老年人“小病不出院”。截至
去年底，镇海共建成养老机构 8
家，总床位 2820 张，率先在全市

实现了每百名老人拥有 5 张床位
数的目标，并形成了规模适度、布
局合理、功能完善、覆盖城乡、满足
多层次需求的养老设施新格局。

今年秋天，位于骆驼街道、
投资达1.6亿元的四季永逸颐养院
将投入使用。这个拥有 700 张床位
的大型医养护一体机构，将是镇海
区首家中高端民营养老机构。该区
民政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九龙湖大
型养老服务综合体项目已完成土
地转让和规划会审，预计明年启动
建设，届时将拥有机构养老和老年
公寓床位 1540 张，机构养老服务
将再上一个台阶。

居家养老集众力引“智”增效

今年 5 月，招宝山街道新三
宝服务社的老年食堂投入使用，
政府托底的便民运营模式，让这
个全市规模最大的“家门口”普
惠食堂一炮走红。该街道相关负
责人表示，街道正在考虑扩大送
餐面，让更多老年人享受便利服
务。

目前，镇海区共有 79 家居家
养老服务机构。根据群众需求的
变化，区里实施居家养老创星升
级行动，不断完善相关政府购买
服务政策，并积极引导社会企业
参与进来，推进居家养老服务

“增量提质”。该区民政部门近年
来推出的“微民生”项目中，涉
及养老服务的占了很大比例，涌
现出转角休息椅、老人安全扶手

等一批创意又实用的新设施。此
外，镇海区大力推行志愿者进社
区助老行动，集合多种社会资
源，夯实居家养老基础。如总浦
桥社区的“车轮食堂”、“吾爱”
爱心助老团队等，成为区内外学
习的榜样。

目前，“镇海区社会养老信息
服务系统”管理平台已投入使
用，录入全区 5 万余名老年人的
基础信息，各类涉老补贴实现系
统操作发放，并对养老服务机构
信息实现动态管理。该区民政局
相关负责人说，《镇海区智慧养老
建设实施方案》 已出台，今后要
以智慧化为手段，创新管理，提
升社区养老综合服务水平。

根据方案，该区将实施社会
养老信息服务系统二期运营平台
建设，完善各类线下服务组织网
络，重点培育 1 至 2 家本土企业或
组织，形成纵横畅通的养老服务产
业链。到今年年底，实现全区各镇

（街道）均建有 1 家区域性居家养
老服务中心，56%的居家养老机构
达到市“AA”等级以上标准。

区里还将出台医养结合指导
性文件，推进 50%以上的基层医疗
卫生服务机构与所在街道（乡镇）
养老机构、社区居家养老服务机构
签约，让医养结合真正“转”起来。

本报记者 厉晓杭
通讯员 吴天云 项荣珍

孩子教育一直以来是家长们
关心的话题。近日，笔者从甬江
街道了解到，江北区首家校企合
作，以整合青少年教育产业生态
链为主题的乐恩文化创意产业园
落户世茂日湖中心。目前，园区
内的装修工作已经完成，将于 9
月开始试营业。

走进园区，内部设计随处可
见绿色元素。“绿色代表希望，我
们正是想为园区的消费者和创业
者营造一个充满生机的氛围。”园
区负责人程高峰介绍，乐恩文化
创意产业园以“创意”“文化”为
内核，致力于打造集教育综合
体、创新创业创意孵化器、文化
交流展示平台三个功能于一体的
文化创意产业园，以营造创意文
化的氛围，展示创意文化发展成
果。

“教育行业潜力巨大，但同时
也面临专业教研力量薄弱、优质
内容匮乏、品牌认可度低等问
题。”程高峰介绍，作为一条完整
的教育产业生态链，园区内不仅
涵盖了大部分的教育类别，为青
少年提供文化、音乐、艺术、手
工、家庭教育等一体化服务，更
多的是为入驻的教育初创类企业
提供内容研发、产品实践、管理
支持、资金支持等全方位服务。

笔者了解到，乐恩文化创意
产业园与宁波大学合作设立“创
新创业创意孵化器”，并融入了

“公益化”内涵，整合宁波大学等
高校的资源优势，立足高校，加
深校企合作，将创意文化产品研

发、品牌推广、人才培养与高校
的创业、创新、创意教育相结
合，为大学生的创业创新提供相
应的支持。目前，园区已集结了
一大批文化创意产业。如宁波大
学音乐学院钢琴教研室主任徐奋
博士在钢琴教学中引入音乐理
论、作曲、表演实践等环节，同
时借助大数据手段，寻找最优化
音乐教育方法论；宁大教师教育
学院的传声筒教育项目，将传统
儿童文学与在线播音平台相结
合，随时随地对孩子进行教育熏
陶。

值得一提的是，乐恩文化创
意产业园不仅着眼于当代教育，
也将宁波传统非物质文化遗产技
艺的展示、教育及传承列为园区
的重要内容。“宁波传统工艺历史
悠久，种类丰富。这其中，既有
简单易做、一学就会的小手工，
也有工艺复杂、技艺专业的精美
工艺，但很多青少年并没有对身
边的宝贵财富有所认识。”程高峰
说，园区引进宁波传统非物质文
化遗产，并借由教育综合体带来
的巨大人气，定期举办文化节及
传统技艺展示活动，青少年均可
免费参观。

甬江街道办事处副主任周明
表示，随着文创产业的不断发
展，乐恩文创园的落成将为江北
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注入新的活
力，丰富了文创产业的元素构
成。同时，也将拉动附近商圈的
业态发展，带动甬江经济的转型
升级。目前，园区内已有 16家教
育相关企业入驻，未来，这里将
迎来更多教育类相关企业，成为
甬江教育文化新高地。

镇海：打造养老机构“升级版”

本月中旬，镇海金生怡
养院三期工程的5号楼正式
投入使用。历时7年建设，镇
海老城机构养老改扩建工程
至此圆满收官。建筑面积2万
余平方米、拥有720个床位的
金生怡养院成为该区规模最
大的公建民营养老机构。这个
机构不仅有各项完备的生活
设施，还配备了医疗保健用房、
文化休闲场所等，并提供“贴
身”医疗、康复护理服务，标志
着镇海的养老设施建设迈入
了中高端新阶段。

新投入使用的金生怡养院三期大楼。 （余建文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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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 恩 文 创
园将于 9月开始
试营业。

（ 厉 晓 杭
项荣珍 摄）

南塘老街鸟瞰。（张仁健 摄）

南塘老街店铺林立。（朱军备 摄）

“软硬”双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