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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崔小明 通讯员
徐良） 昨天下午，由宁波美术馆、
宁波现代美术馆、张仃美术馆联合主
办的张仃艺术大展在宁波美术馆开幕。

张仃 （1917 年 7 月 7 日－2010
年2月21日） 曾任中央工艺美术学
院院长，是新中国设计艺术的奠基
人之一。张仃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
徽主设计师，也是新中国第一部宽
银幕动画片《哪吒闹海》的总设计
师。著名文化学者王鲁湘评价：“张

仃是 20 世纪中国美术史标志性的
人物，离开他，一部 20 世纪中国
美术史是残缺的。”

张仃是一位在 20 世纪不同的
历史时期、不同的艺术门类中均有
建树的美术大家。在彩墨及装饰绘
画方面，张仃创造性地将西方现代
艺术精神，与中国民族、民间艺术
相对接，创作了大批既有现代感，
又具浓厚民族气息的装饰风格。他
任美术总设计的《哪吒闹海》获得

文化部优秀影片奖、第三届“百花
奖”最佳美术片奖。在山水画方
面，张仃是中国山水画革新的先行
者，开启了中国山水画走向自然，
反映生活的一代新风，被吴冠中誉
为“中国画革新的里程碑”。20世
纪 70 年代，张仃又开启了自己的
焦墨艺术生涯，通过数十年的探
索，将焦墨笔法和墨法发展成一套
完备的艺术语言。此外，张仃还在
书法、工艺美术、美术教育、理论

研究等方面成绩斐然。
本次大展在宁波美术馆、宁波

现代美术馆同时展出，展出张仃先
生的漫画、电影动画、艺术设计、
装饰画、壁画、彩墨画、焦墨山水
画、书法等 70 余件艺术作品。在
宁波美术馆展出的有焦墨 《昆仑
颂》《杏坛》，壁画《哪吒闹海》手
卷，在宁波现代美术馆展出的有国
徽文献、时事漫画等经典代表作。

展览持续至2月17日。

国徽主设计师张仃艺术大展在甬举行

本报讯（记者陈青 通讯员李
洁莹） 前日，“共享中国年——庆
祝中国和保加利亚建交 70 周年迎
春联欢会”在索非亚玛立纳拉酒店
EFE 大宴会厅举行，500 余位来自
中国和保加利亚的相关官员、企业
代表、学生等济济一堂，欢歌笑语
中一派红红火火的中国年气氛。

联欢会在一段喜庆热烈的舞蹈
《盛世花开》 中拉开了帷幕，来自
中国泉州的多位表演艺术家献上了
极具地方特色的精彩节目，包括闽

南民谣 《望春风》、南音表演 《静
夜思》、泉州少林武僧 《五祖拳》、
梨园戏 《玉真伞舞》、服饰舞蹈

《美丽惠安女》 以及被列入联合国
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
约“优秀实践名册”的泉州提线木偶

《小沙弥下山》等，来自索非亚孔子
学院的学生们献上了服饰秀《锦绣
中华》、朗诵《热爱生命》、合唱《新年
好》、音画诗《礼仪之邦》，展示了他
们对中华文化的由衷喜爱。

活动现场，宁波有关部门献上

了来自宁波的乡情和问候，先以一
段精彩的视频送上了宁波人民的新
春祝福，接着一曲《幸福水岸》则
将美丽的东钱湖展现在大家面前，
然后，现场的旅游推介全方位向大
家介绍了宁波的风土人情和旅游美
景，最后举行的互动环节，说宁波
话、吃宁波汤圆等项目更将现场的
气氛引入高潮。

为了提升索非亚各高校学子学
习中国文化艺术的热情，索非亚中
国文化中心策划组建的“三花”艺

术团也在当晚正式成立。“三花”
艺术团针对索非亚当地高校的艺
术 特 长 学 生 组 建 ， 进 行 中 国 舞
蹈、中国民歌、中国功夫、普通
话朗诵表演等艺术培训，并计划
今年在保加利亚国家歌舞剧院举办
一台名为《我的中国梦》的大型文
艺演出。

本次活动由索非亚中国文化中
心、索非亚孔子学院主办，宁波市
文化广电旅游局、泉州市文化广电
和旅游局协办。

索非亚中国文化中心举办迎春联欢会

本报讯（记者林海）“逐梦前
行 ——2019 年 宁 波 市 ‘ 体 彩 之
夜’一人一技体育春晚”前日在
市老年体育活动中心的全民健身
公益技能培训基地上演。这是宁
波首次举行运动健身类体育春
晚，由运动达人参与的节目轮番
登场，同时我市首批“一人一
技”体育公益使者也在晚会上亮
相，并向市民朋友发出健身倡议。

2018 年，由宁波市体育局主
办的全民健身公益技能培训推出

“一人一技”专项活动。作为当年
宁波政府实事工程内容之一，全
民健身公益技能培训计划 2 万人
次，实际培训 33871 人次。宁波

市体育中心开展公益技能培训近
100期，培训人数6300余人。

晚会节目以威风锣鼓《盛世欢
腾》开场，接下来是《少年强，则
中国强》 武术表演、《击起梦想，
剑亮甬城》 击剑表演、《水行侠》
运动桨板表演和体育串烧等十余个
精彩节目。

晚会还公布了首批“一人一
技”体育公益使者，他们是：陈
德 全 （运 动 桨 板）、 陈 品 （足
球）、聂艳 （腰鼓）、王宇 （健身
健美）、叶恒军 （空竹）、Amar-
endara Narayan （瑜伽）、虞腾峰

（健身跑）、张旭 （旱地滑雪）、庄
士立 （棒球）。

宁波首次举办体育春晚

本报讯 （记者孙吉晶 宁海
县委报道组蒋攀） 宁波市 2018年
度文艺作品精品工程项目、宁海
知名作家浦子创作的长篇小说

《桥墩不是桥》日前由江苏凤凰文
艺出版社出版发行。评论界将这
部作品称为浦子伸向乡土浙东人
性和灵魂的解剖刀，揭示闻名全
国 的 宁 海 “36” 条 产 生 的 必 然
性，意在为现代乡土中国找到新
的历史着力点，是乡土浙东叙事
的巅峰之作，是一幅波澜壮阔活
色生香的山水图卷。

《桥墩不是桥》以耗费八年时
间建造村溪边一座跨溪小桥为主
线，探讨“乡土农村该朝何处

去” 这个难题。作品站在中国
乡村治理的历史整体性中思考乡
村的出路，在否定宗法治村、善
人治村、乡绅治村等的基础上，
将宁海县的 《农村权力清单三十
六条》推向历史的前台。

《桥墩不是桥》延续并提升了
作者在“王庄三部曲”中的宏大
叙事和优秀文学品质。首先，作
品紧紧扣住“人的文学”的角
度，继承和延续了“五四”以来
的中国新文学传统。作品以建桥
为主要背景，描绘了整个村庄人
情世态，以桃花庄为基点，辐射
了县城、省城、外省，以当下为
基点，伸延到革命战争年代。

浦子新作《桥墩不是桥》发行

本报讯 （记 者陈青） 昨 日 ，
由宁波出版社精心打造的纪念改
革开放 40 周年宁波文艺原创精品
图书 《山村巨变》 在宁波书城首
发。

《山 村 巨 变》 是 中 国 编 剧 协
会会员、浙江省作协会员江强花
费数年时间完成的力作，全文 50
万字，主要叙述了林业改革试点
村清江市黄麻村在新任村第一书
记林永安的领导下，齐心合力走
向共同富裕的故事。

《山村巨变》首发

记者 崔小明
江北区委报道组 张落雁

健身，如今已逐渐融入人们的
生活，成为一种备受推崇的生活方
式。那么，我市的健身场地、健身
器材能满足群众的需求吗？我们能
去哪里健身？

近年来，我市积极探索一种
“体育+公园”的模式，试图破解
“健身去哪儿”的难题。在全市率
先开展“体育+公园”试点的江北
区，仅用 3年时间，人均体育场地
面积便跃居全市前列，其经验做法
受到省有关领导的充分肯定。不久
前，全省推进体育公园及体育设施
进公园会议就放在江北举行。

既有休闲游憩功能
也能满足健身需要

长期以来，江北区体育基础设
施建设历史欠账较多。在创建浙江
省体育强县（市、区）中，江北是当时
全市11个区县(市）中最后一个创建
成功的。如何将体育场地和体育设
施这块“短板”补齐？江北区决定从
提高群众生活品质、提升区域软实
力的高度全力以赴予以推进。

在寸土寸金的城区，如果仅靠
体育部门的力量建设场馆场地和设
施，不仅资金投入巨大，而且涉及发
改、规划、建设、城管等部门，协调工
作多、审批手续烦琐、建设周期长。
为此，江北区决定另辟蹊径，探索一
种高效率、低成本的建设模式。2016
年，江北区在全市率先开展“体育+
公园”试点，也就是在规划、建设公
园的时候，体育部门提前介入，根据
周边环境和群众需要，将体育设施、
体育元素融入公园建设，让公园既
有休闲游憩的功能，也能满足运动
健身的需要。

2016 年，江北滨江体育公园建
设启动，总投资 4亿元，是该区投
资最多、占地面积最大的公园之
一。区体育局主动对接建设、规
划、城管部门，提出了体育场地和
体育设施建设要求。区政府召开协
调会，修改了图纸、增加了投资、
延长了工期。今天，当我们沿着滨
江体育公园约 1.4 公里长的健身步
道一路走去，可以看到道路两旁分
布着 7 个篮球场、2 个笼式足球
场、4个气排球场和1个门球场。

2018 年，建设部门准备实施青
林湾大桥江北段高架桥沿线绿化，江
北区体育局根据附近小区居民的需
要，与建设部门联系，要求将部分区

域改造成健身场地。经过多次协调，
大桥沿线目前已建成 4个网球场、2
个笼式足球场和2个篮球场。

江北湾头地块由华润集团开发
建设。在建设过程中，区体育局与
华润集团沟通，要求在不破坏小区
整体格局的前提下，将全民健身的
理念融入绿化建设，让小区居民在
家门口就可以健身，得到华润集团
的响应。目前，由华润集团出资兴
建的湾头 E 体育公园正在建设中，
其中包括 2 个笼式足球场、2 个乒
乓球场、3 个网球场、1 个篮球场
和 1个滑板运动广场，还有儿童活
动区、特色运动区、跑步道等。

在“体育+公园”建设中尝到“甜
头”后，江北区拓展思路，充分发挥

“体育+”的撬动作用，开拓出“体
育+商业”“体育+闲地”“体育+山
水”等新模式。例如，该区与国内体
育产业龙头企业——中体产业集团
合作，共建国内首个“体育+商业”综
合体中体 Sport 城。作为中体 Sport
城的一部分——江北区全民健身中
心设有标准恒温游泳池、健身俱乐
部、标准篮球场、多功能球场，旁
边还有开放型体育公园、7 人制足
球场、5 人制足球场、网球场、门
球场、极限运动区、儿童水上乐园、
会所式棋牌区、健身区等，门类十分
齐全。

一些拆后的闲置地、边角地加

上体育元素后，被规划建设成一批
全民健身场所。槐树路拆迁地块是
江北区的储备用地，知名体育品牌
上海洛克体育投资 2000 万元，正
在这里建设我市首家“洛克体育公
园”，属于新一代时尚动感的美式
多功能运动场馆。孔浦街道拆迁地
块，因地制宜建成了孔浦足球中
心。甬江街道拆后闲置用地则建成
了11人制标准足球公园。

江北区还将体育融入历史人文
和青山绿水中。通过“体育+山
水”建成首尾相连的姚江干堤绿
道、甬江体育长廊、慈江绿道健身
步道、骑行道，贯通后全长 36 公
里。此外还有全长超过 80 公里的
北山休闲游步道、全长 27 公里的
五湖片骑行道等。

过去三年，江北区已建成或即
将 投 入 使 用 的 体 育 公 园 约 有 20
个。截至去年年底，该区人均体育
场地面积达2.56平方米，已经超过
我市“十三五”末人均体育场地面
积 2.2 平方米的目标。今年，该区
还将谋划建设山地自行车公园项
目、水上运动主题公园项目等。

职能部门主动作为
资金投入灵活多样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江北区体
育事业发展高歌猛进，成功实现

“三年攀高”绝非偶然，很多做法
值得借鉴。

顶层设计有效引领。为发展体
育事业，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
生活需要，江北区连续出台了多个
重量级的文件。2016 年出台《江北
区体育事业发展“十三五”规划》，
2017 年出台《江北区全民健身计划

（2016-2020 年）》，2018 年出台《健
康江北 2030 行动纲要》。这些文件
一脉相承，不断完善发展。在指导性
的意见之外，还提出了许多刚性要
求。比如《健康江北 2030 行动纲要》
明确将体育场地设施作为强制性指
标，纳入土地出让、住宅开发设
计、配套验收环节中。

职能部门主动作为。体育部门
常常被视为“弱势部门”，但江北
区体育局主动出击、善于发声。全
程参与新建公园、居住区涉及体育
设施的规划设计、竣工验收等环
节。不久前，该区有个安置小区体
育场地建设没有达标，参与综合验
收时，区体育局指出了问题所在，
并要求整改。目前，开发建设单位
正在按标准积极整改。同时，把体
育场地建设作为对乡镇 （街道） 体
育工作考核的主要指标。做得好的
予以资金扶持，做得不好的“黄牌
警告”甚至通报批评。慈城新城体
育公园、洪塘体育文化公园、庄桥
上邵体育公园等一批乡镇街道体育

公园已相继建成。
相关部门通力配合。在体育场

馆和体育基础设施建设中，江北区形
成了合力共建的理念，建设、规划、国
土、城管、财政等部门摈弃“门户之
见”，将体育场馆和体育设施建设当
作为群众谋福祉的重要工作。江北区
体育局负责人说：“要是没有相关部
门的支持和配合，我区体育设施建设
不可能有今天的成效。”

资金投入灵活多样。体育场馆
和体育设施建设需要大量的资金投
入，江北区财政收入在全市各区县
(市） 中 并 不 靠 前 ， 经 过 几 年 摸
索，该区在体育场馆建设资金方面
形成了“政府资金主导、商业资本
加盟、社会资本补充”的投入模
式。比如青林湾大桥江北段沿线、
滨江体育公园的体育场地和设施与
公园绿地同步建设，搭乘了“三改
一拆”“四边三化”等专项资金的

“顺风车”，实现了财政资金效益最
大化。湾头 E体育公园由开发商华
润公司投资；建设资金 1亿多元的
江北全民健身中心，是与中体产业
集团合作建设的；洛克体育公园则
是体育资本参与体育场馆和体育设
施建设的成功案例。此外，江北民
间资本投资兴建体育场馆也很活
跃，甬江足球公园就是一位民营企
业家个人出资300多万元建设的。

择机推广正当其时
家门口健身不再难

江北区的实践证明，“体育+公
园”模式是解决群众“健身去哪
儿”的有效途径。鉴于该区已在顶
层设计、资金投入、实施方式、运
营模式等方面作出了有益探索，有
关专家认为，这一模式在我市择机
推广或许正当其时。

“体育+公园”及其衍生出来的
“体育+其他”模式，其优势在于体育
公园就在家门口，市民漫步就可以
到达，方便快捷。不需要划拨专门的
土地，所用资金较少、见效较快。因
为健身场馆可以提高周边小区的品
质，有些开发商也乐意出资建设。利

用拆迁待用地块、高架桥下“脏乱
差”闲置地块“变废为宝”建设体育
场馆，不仅能盘活土地资源，而且提
升了城市环境，一举多得。

据了解，我市有些地方也在体
育主题公园建设上迈出了可喜的一
步。镇海新城的西大河体育公园、
宁波国家高新区滨江体育公园，已
成为附近居民必到的“打卡地”。

同时，“体育+公园”模式正受到
国家体育总局和浙江省体育局的关
注。国家体育总局出台了“体育+公
园”的建设标准，浙江省体育局《体育
公园及体育设施进公园建设要求和
补助办法》正在征求意见，补助资金
最高可达100万元。宁波市政府去年
10 月出台的《关于进一步推进全民
健身实施计划加快体育设施规划建
设的通知》明确提出推广“公园+体
育”模式，要求“新建、改建公园绿地
应按项目占地面积不低于5%的要求
配建体育设施”，这为“体育+公园”
的建设提供了有力的支撑。

有关专家指出，“体育+公园”
模式还可以拓展到已建成的公园、
小区。我市有大量公园在中心城
区、在市民的家门口。受历史条件限
制，当年公园建设时大多没有考虑
到体育场馆和体育设施的配套，但
这些位于老城区的公园恰恰是人群
比较密集、健身需求比较强烈的地
方。专家呼吁：有关部门应加强沟通
协调，理顺体制机制，利用政府推行

“体育+公园”的契机，对“老”公园的
体育健身设施进行改造升级，让

“老”公园焕发新活力。
此外，可以通过“体育+小

区”模式，积极探索“财政拨经
费、部门购器材、乡镇 （街道） 排
项目、村 （社区） 出场地”的分级
投入机制，因地制宜带动老旧小区
体育场馆和体育设施建设，进一步
满足群众家门口健身的需要。

专家还特别提醒，在建设体育
场馆和体育设施的同时，还要加强
服务管理，通过“智慧+体育”线
上管理和发动志愿者进行线下服务
相结合，让体育场馆和体育设施的
利用效率达到最大化。

在规划、建设公园的时候，体育部门提前介入，根据周边环境和群众需要，将体育设施、体育元
素融入公园建设之中，让公园既有休闲游憩的功能，也能满足运动健身的需要——

“体育+公园”模式：让群众在家门口健身

由民间资本投资建设的甬江足球公园，成为足球爱好者的“打卡地”。 （江北区体育局 供图）

本报讯（杨旭） 昨晚，“我为
宁波代言”2019 宁波市少儿迎新
晚会在天然舞台隆重上演。

本场晚会主打“历史”牌，
围绕“我为宁波代言”这条主
线，以宁波的历史发展为纵轴
线，文化故事为横轴线，在不同
的时间点，引发相关历史事件。
晚会以舞台剧为表现形式，穿插
歌曲、舞蹈、小品、朗诵、走

秀、魔术、武术、器乐等节目。
晚会由宁波市关心下一代工作委
员会、宁波市残疾人联合会、宁
波市慈善总会作为指导单位，现
代金报社、新华小记者宁波组委
会、青紫荟萌、大智传媒等单位
联合主办，面向全市海选演员，
数千名来自不同学校的中小学生
参加海选，最终有百余人入围参
加演出。

2019宁波少儿迎新晚会举行

农历猪年渐近，余姚各地民间
艺人纷纷创作以“猪”为题材的艺
术作品，喜迎新春佳节。余姚盘纽
技艺非遗代表性传人夏彩囡创作了
盘纽作品《福猪拱春》。

（吴大庆 摄）

民间艺人
巧手生辉迎新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