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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朱军备 鄞州记
者 站杨磊） 前 晚 ， 2018 鄞 州 区

“我们的村晚”暨农村文化礼堂颁
奖典礼在姜山镇狮山剧院举行，14
支来自全区各村文化礼堂的才艺队
伍轮番登场，倾情演出，展示乡村建
设新貌和文化礼堂建设丰硕成果。

据悉，鄞州区已建成综合性农
村文化礼堂 107家，并形成“布局合
理、运行规范、参与广泛、价值彰显”
的良好格局，同时，不断提升“建管
用育”一体化水平，农村文化礼堂为

农民群众开展节庆礼仪、乡风文明、
教育培训、文体娱乐等活动创造了
良好的平台。今年，鄞州区农村文化
礼堂建设换挡提速，在建礼堂、用礼
堂的过程中，一批典型阵地、优秀团
队和人物脱颖而出。

当晚，颁奖典礼上举行了 2018
全区文化礼堂最佳系列的颁奖仪
式。邱隘镇东雅村等6个村获最佳活
动案例奖；云龙镇云龙村等3个村获
新建礼堂最佳设计奖；云龙镇陈黄
村文化礼堂妇女之家等 6家文化礼

堂获最佳融入型妇女之家；塘溪镇
邹溪村喜乐汇文艺队等 6支文艺队
获最佳文艺团队；塘溪镇前溪头村
管理员周优芬等5人获评“最美礼堂
人”；邱隘镇回龙村文化礼堂等 6个
礼堂获最具人气文化礼堂奖。

当晚举行了全区文化礼堂才艺
大赛的决赛，14 支来自全区各村
文化礼堂的才艺队伍开始最后一轮
激烈角逐：情景合唱《东雅，我的
幸福家园》生动地描绘了幸福生活
的画卷；小品《党员钉子户》以轻

松的表演，讲述党员们感人的故
事；舞蹈《唠嗑》有创意地表现了
老人们在文化礼堂度过快乐时光的
场景；情景诗朗诵《一个村庄的梦
想》声情并茂地展现湾底村的奋斗
历程与丰硕成果……

活动现场还举行了社区文化家
园与农村文化礼堂结对共建仪式。
瞻岐镇东一村与东胜街道戎家社区
等 10 个农村文化礼堂和 10 个社区
文化家园的代表，上台交换礼堂大
门钥匙。

鄞州“草根民星”璀璨“村晚”

本报讯 （记者汤丹文 通讯
员陈敏健） 文艺与新时代同行——
昨晚，宁波市庆祝改革开放 40 周
年舞蹈展演在天然舞台举行，为现
场观众打造了“舞彩宁波、舞韵江
南”的美好意境。

本次展演由市舞蹈家协会主
办。展演汇集了近几年来宁波原创
的部分舞蹈精品，其中有舞剧《花木

兰》片段以及《吉祥的长鼓》《十里红
妆》等，也有海曙区文化馆摘得全国
群星奖的《阿婶合唱团》。不久前结
束的“舞王”大赛获奖精品“串烧”也
登台亮相。来自浙江纺织服装职业
技术学院、宁波外事学校、春晖拉丁
舞团、宁波市青年舞蹈团、李惠利中
学等单位的社会舞蹈团体也呈现了
它们的精品力作。

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
舞蹈展演昨举行

本报讯 （记者陈青 通讯员
王强） 昨晚，上海淮剧团在逸夫
剧院演出《浦东人家》。这是一部
向改革开放40周年、浦东开发28
周年献礼的剧目，也是国家艺术
基金 2018年度大型作品创作资助
项目。

《浦东人家》围绕上海浦东阿
珍一家以及几户邻居之间的故事
展开，透视普通市民在改革开放
浪潮中的命运起伏、情感悲欢。
该剧由国家一级编剧杨林、龚孝
雄担纲编剧，国家一级导演李利
宏执导，国家一级作曲赵震方等
担任唱腔设计，上海淮剧团国家
一级演员、“白玉兰奖”获得者邢

娜领衔主演，多位国家一级、二
级演员及优秀青年演员联袂演出。

《浦东人家》 今年 9月在上海
美琪大戏院首演后，已经参加了
第三届“姚剧文化周”系列活动
之地方戏曲交流、“全国优秀现实
题材舞台艺术作品展演”等交流
活动，广受欢迎和好评。阿珍的
饰演者邢娜感触良多，“观众的热
情程度超乎想象，还有不少戏迷
特意追到后台合影留念。这些让
我心里感到暖暖的，也让大家真
正体会到了优秀的艺术剧种是可
以打破语言、形式的各种壁垒，
用最本源的表现、最真情实感的
表演，打动观众的心。”

淮剧《浦东人家》献演甬城

本报讯 （记者林海 通讯员
忻志华）“卓尚服饰杯”第五届浙
江省业余围棋联赛近日在嘉兴收
枰。由杜竹欣、曹汝旭、苏广
悦、包家恩、陈思旷组成的宁波
队在决赛中以 32 战胜台州队，

勇夺冠军。
该项赛事由浙江省体育总会

和浙江省围棋协会主办，是我省水
平最高、奖金最高的业余围棋赛
事。本届比赛共有11个地市代表队
及省直属机关队参加，历时7个月。

省业余围棋联赛宁波棋手夺冠

本报讯 （记者周燕波 朱军
备 通讯员王新） 近日，一台向
改革开放 40周年献礼的公益音乐
会——“梦想的土地”汪平吕明
王少鸿原创音乐作品展演在宁波
文化广场大剧院举行。音乐会除
了男女声独唱、合唱、男女声二
重唱以外，还有歌舞组合、吟唱
等，全方位地诠释和展现了汪
平、吕明、王少鸿三位宁波本土
音乐人作品的内涵及魅力。

汪平注重本土历史文化的挖

掘，《大运河·我的母亲》《都说
宁波住在海上》 等作品深沉、大
气，吕明《嫁》《老家的走书》等
作品洋溢着浓厚的地域民俗气
息，王少鸿《带你去听海》《梦想
的土地》等作品时尚而又隽永。

本场原创音乐作品展演的导
演、主持人、歌唱、伴舞也是宁
波本土的艺术家，如导演陈云
其、男高音歌手蔡飞、女高音歌
手张丹以及曾获“我型我秀”年
度冠军的余超颖。

“梦想的土地”音乐会上演

本报讯 （记 者汤丹文） 昨
天，“萍水霞映”李霞萍师生七人
绘画展在鄞州区李元摄影艺术馆
开幕。画展展出了九旬老人李霞
萍八十岁以后创作的近 30幅油画
作品以及她的学生骆建均、钱建
国、宁锡达、应华明、任昌久、
陈贤富的部分画作。

李霞萍出生于 1929年，毕业
于中央美术学院华东分院 （现为
中国美院）。青年时，她响应国家
号召奔赴东北，先后在黑龙江文
化系统和哈尔滨师范大学工作、
任教。1978 年，她回到家乡宁
波，亲手培养了余姚师范第一届
美术专业生，并担任宁波市教委

教研室美术培训教师，为宁波造
就了大量的美术师资人才。此次
画展，就是她与学生们“萍水霞
映，成就一生师生相融”的纪念
之展。开幕期间，学生们还为她
点燃了九十华诞的纪念生日蜡烛。

李霞萍此次展出的油画作品，
色彩浓烈大胆，笔触奔放跳动，画面
充满动感，体现了一位九旬老人仍
然旺盛的艺术生命力和创造力。开
幕式上，李霞萍表示，人人都可以成
为艺术家，只要坚持不懈，她的一生
追求就是“没画好，还要继续画！”

此 次 画 展 由 鄞 州 区 文 联 主
办，鄞州区美术家协会承办，四
明画会和远见传媒协办。

李霞萍师生七人绘画展昨开幕

本报讯 （记者陈青 通讯员
陈也喆） 日前，“柒月”室内乐组
合亮相宁波大剧院，演奏了《月湖
诉》《随想曲》等原创乐曲，让听众
大饱耳福。

“柒月”室内乐组合成立于
2010 年 7 月，成员为青年音乐家
章 英 、 梁 丽 丽 、 沈 远 远 、 汪

锋，他们均毕业于国内外著名
音乐院校，在国内外各类大赛
中屡获大奖，多次随团赴国外演
出交流。

音乐会上还来了一位特邀嘉
宾，著名吉他演奏家傅东尼为音
乐会改编了两首曲目，并奉上了
精彩的吉他演奏。

“柒月”室内乐组合举行专场音乐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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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 者 陈朝霞
通讯员 陈亮 牛逸群

近年来，我市残疾人就业创业
工作亮点纷呈。2016年，我市首开
残疾人公务员单招单考先河，机关
单位连续三年定向招录残疾人公务
员 8名，招录人数居全省首位；今
年截至目前，我市残疾人大学生就
业率达92.06%，列全省第一；本月
初，海曙区五谷画坊创意助残中心
被列为“浙江省省级残疾人创业孵
化示范基地”，为全市唯一一家。

然而，残疾人在就业创业方面
仍存在特殊困难和障碍。如何拓展
残疾人就业创业之路，成为助残工
作的难点，也是助残工作的重中之
重。

主客观因素叠加
造成残疾人就业瓶颈

我市有 36.6万余名残疾人，超
过全市总人口的 6%。在就业年龄
段、有劳动能力、有就业愿望的残
疾人就业率为92.2%。“不过，残疾
人就业创业还存在较多瓶颈，主要
是用工单位、残疾人自身、社会环
境 和 政 策 难 点 等 主 客 观 因 素 导
致。”宁波市残疾人劳动就业服务
中心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

整体而言，就业市场上适合残
疾人的岗位少，而一些招工单位吸
纳残疾人就业的意愿不强，排除岗
位不适合残疾人的因素，更多原因
是对残疾人就业存在一定的偏见，
怕担风险、不好管理等。“录用残
疾人付出的工资、保险等劳动成本
和健全人一样，而得到的单位效益
相对来说要低一些。”海曙区残联
副理事长董一斌告诉记者，目前宁
波一些外资企业如欧尚超市，积极
主动录用残疾人，体现出强烈的社
会责任感。

而从残疾人自身来说，其就业
创业能力普遍偏弱、认识水平不
高。一方面其技能缺乏，创业初期
资金缺少、项目难找，对风险的承受
能力也偏弱；另一方面，其竞争意识
不强，等、靠、要的心态比较普遍，有
些家庭还存在过分保护现象。“在目
前就业形势严峻的情况下，残疾人
要和健全人同场竞争，基本没有优
势。”董一斌说。

同时，全社会帮助残疾人就业
创业的联动机制有待加强，残健融

合发展的理念还有待深化。
此外，残疾人就业补助政策亟

须改进。据悉，目前残疾人主要在
福利和工疗企业集中就业，其余则
按比例分散就业。而福利和工疗企
业较少，如海曙区只有 5家工疗企
业享受国家退税政策。

从“输血”到“造血”
推进残疾人就业创业

解决残疾人就业创业不是一朝
一夕的事。近年来，我市多措并
举，出台相关政策、加大资金扶持
力度，搭就业平台、建孵化基地、
举办各类培训，持续推进残疾人就
业创业。

2015 年 11 月，海曙区率先出
台了目前全市唯一一份由财税、人
社、民政、市场监管、残联等 10
个部门联合发布的 《关于促进残疾
人就业创业的实施意见》，在促进
按比例安置残疾人就业、创新残疾
人集中就业模式、开发适合残疾人
就业的公益性岗位、加强残疾人技
能培训、鼓励残疾人创业等方面予
以政策支持、资金扶持与奖励等。

海曙区已经设立了10家残疾人
扶贫基地、13家残疾人小康·阳光庇
护中心、5家工疗车间，并与近500家
用人单位建立联系，为残疾人提供就
业岗位。同时加大对残疾人自主创
业、带动就业的扶持力度，对首次创
业的残疾人给予 2000元至 2万元的
一次性创业补贴；对带动区域内残疾
人就业的残疾人创业者，给予 6000
元/年的“带动就业”补贴。下一步，海
曙区还将出台区级《残疾人扶贫基地
创建管理暂行办法》，对辅助性就业
机构、扶贫基地建设标准、日常管理、
政策保障、考评分级等一系列问题予
以明确。

从市级层面看，我市先后出台
了《关于加快推进残疾人全面小康
进程的实施意见》《宁波市促进残疾
人就业工作实施意见》《关于进一步
推进残疾人辅助性就业的实施意
见》《关于促进残疾人电商就业创业

的意见》等政策文件，推出各种惠残
政策和举措，如将“新增 1000 名残
疾人就业”纳入 2017 年民生实事工
程。自 2014年建立“每月 15日”专场
招聘会常态化就业服务机制，至今
已举办 52期，共邀请用人单位 1462
家，提供残疾人就业岗位12306个。

除了政策性“输血”帮扶，搭
建孵化基地和就业平台，积极开展

针对残疾人的职业技能培训，帮助
其“造血”，同样至关重要。

目前，我市已建立服务残疾人
就业创业机构 144 家，服务残疾人
超过 3000 人，建立农村种养殖业
扶贫基地 136 个，创建残疾人电商
孵化基地 10 个、残疾人文创孵化
基地 3个。创建“宁波市梦想湖畔
残障人就业创业基地”，打造了

“静默咖啡”“静默茶艺术”“衣循
环”“盲人客服”“黑暗空间”等多
个残疾人就业创业培训项目。截至
目前，该基地已培训听障人士 172
名，其中 41 人实现对口就业，13
人 实 现 自 主 创 业 ； 培 训 盲 人 30
人，10名盲人实现全职就业。

2016 年年初，“宁波涌爱公益
助残中心”开发出“涌爱公益”助
残平台，运行至今已收录残疾人各
类手工作品 200 多件，实现销售额
30万元。

宁波市残联就业中心创业指导
部还尝试将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与
残疾人就业紧密结合，引进建立

“蒋奶奶”布艺制作、泥金彩漆等
辅助性就业产品和项目，累计开展
各类自助就业创业培训 36 期，培
训学员 497 人次，让接受培训的残
疾人通过非正规就业方式和居家就
业方式实现就业。

敏锐感知市场需求
打造残疾人创业新蓝海

在我市，一些残疾人或机构抓
住时代发展潮流和市场需求，在创
业和引导就业的道路上取得了令人
刮目相看的成绩。

近日，海曙区五谷画坊创意助
残中心先后获得 2018 年浙江省文
创助残创业创新比赛十佳和首届浙
江优秀慈善微电影两项省级荣誉。
该中心负责人莫益民在分享经验时
表示：“许多残疾人通过培训掌握
了技能，同时要面向市场，敏锐感
知市场需求。”

莫益民介绍，该中心在开展残
疾人帮扶中发现，许多助残公益机
构存在小而散、资金有限、产品附
加值低、无市场销路等问题，这限
制了其进一步发展，也无法为残疾
人提供更多创业就业机会。“在许
多人对宁波的印象大多停留在海鲜
等土特产上时，我们感觉‘旅游文
创’大有发展前景，于是邀请美
术、营销等专业人才加入，既填补
旅游文创的空白，又帮助残疾人掌

握技能，实现就业创业。”
如今，该中心已开发出版画、

雕刻、绘画、拓印等四大类 30 余
种文创项目，建立了美术、布艺、
饰品、鞋帽等 10 余个延伸产品体
系，其文创产品被用作宁波外事礼
品。近两年来，该中心累计培训
4200 人次，入驻孵化机构 75 家，
提供见习岗位 350 余个，带动创业
就业227人，项目孵化率超过70%。

33岁的青年肢残企业家徐庞在
海曙投资建设了近 2 万平方米的

“住创空间”，如今已成为创客人才
的慢生活园区，他在南塘老街开设
的“正房客栈”也成为各大旅游
APP 上的网红民宿。在徐庞看来，

“创业是个不断积累的过程，资
金、技术、能力水平都需要不断累
积和提升。”

除了旅游文创产业，近年来，电
商等互联网行业也为残疾人提供了
创业就业的新蓝海。在 2018 年宁波
市电子商务职业技能大赛决赛中，
何宁带领的运营珠宝翡翠类销售的

“轮梦助残电商”、李春根带领的“膏
老大黑膏社交型电商”两个残疾人
电商团队与 46 支健全人队伍同台
竞技，分获二、三等奖。

“膏老大黑膏社交电商”创业团
队今年产值预计有 200 多万元，并
在全国各地设立销售网点 1000 多
家，为残障人士提供创业实践平台。

“轮梦助残电商”团队成员全部为宁
波脊髓损伤高位截瘫伤友，他们还
积极发掘本地伤友的资源，优先为
残疾人伤友提供销售平台，该团队
负责人何宁通过电商营销平台，让
更多脊髓损伤伤友找到工作、找回
自信，实现了自我价值。

海曙区残联相关负责人认为，
电商领域不出家门就能实现创业就
业，更适合残疾人。目前，该区正
在与相关创业团队对接，拟建立残
疾人就业创业电商园区，设计一套
孵化残疾人在电商领域就业创业的

“海曙模式”，力争让残疾人就业创
业由“盆景”变为“风景”。

图片由海曙区残联提供

残疾人就业创业：直面市场奔向新蓝海

残疾人技能大赛现场。

五谷画坊创意助残中心学员在制作版画。

图为宁波市优秀舞蹈作品展演现场。 （周建平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