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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 仁

这个话题，与几个同道文友已
交流多次，不乏共鸣。正好，前些日
子的市两会上，有多位代表委员就
此积极建言献策，《宁波日报》还特
地做了如何讲好“宁波故事”的专
版。由此看来，讲好“宁波故事”，进
一步提升城市形象、知名度，着实是
有文章好做的。

宁波是历史文化名城，是一个
“有故事”的城市。无数先人在认识
自然、改造自然和建设美好家园的
历史进程中，为我们留下了许多可
歌可泣的经典故事。从七千年河姆
渡到“海丝之路活化石”，从梁山伯
与祝英台的千古爱情到陶朱公与西
施泛湖隐居，从“唐宋八大家”王安
石、曾巩任职的履迹到徐霞客浙东
开游的足迹，从王守仁创立“阳明心
学”到黄宗羲开创浙东学派，从徐福
东渡到“宁波帮”人士商界打拼，从

“戚家军”浙东抗倭到四明山红色革
命根据地创立……深厚的历史文化
底蕴，“如雷贯耳”的历史人物，为我
们今天讲好、讲活“宁波故事”提供
了丰富的素材。

“好故事”是一种软实力，也是
一个城市宝贵的无形资产。那些鲜
活的故事和线索，就像是开启历史
之门的钥匙和密码，给人们带来巨
大的想象空间，也给城市形象增添
了深度、广度和高度。“故事指引生

活”，不少人了解一个城市，是从那
些脍炙人口的故事入手的；我们到
一个城市旅游，也常常是奔着某个
故事、传说去的；一个能打动人的故
事，甚至可以成为推介城市的亮丽
名片。谈到“好故事”的重要性，曾有
学者感叹，现代条件下，建街区、造
大楼、扩新城容易，“好故事”难求，
在某种意义上，“好故事”也是一种
稀缺资源。我们可以自豪的是，相较
于国内有些“年轻”的城市，宁波历
史人物多、历史故事多，这方面有着
独特优势。

“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黄沙始
见金”。一个城市的故事，有新有旧、
有大有小、有雅有俗，从繁杂的传
说、史料中，梳理出那些经典的、能
给人启迪的、让人留下深刻记忆的
故事，的确需要“千淘万漉”，需要人
力、财力、智力的持续投入。宁波致力
于打造“东方文化之都”，在这方面应
该说是比较重视的。有些故事经过有
关方面搜集整理，得到了很好的传
承、传播。但不可否认，仍有不少经典
故事尚封存在历史之中，不要说外地
人，有的就连本地居民也不太熟悉。
这可能与挖掘不够有关，也可能与传
播方式跟不上时代有关。要让那些历
史故事活起来、动起来、传起来，走出
典籍，走出藏书楼，走出博物馆，需要
调动方方面面的资源和力量，包括政
府的力量、社会的力量、专业的力量
以及资本的力量。

好故事，要有好的呈现形式。去
年，我到过桂林城中的两江四湖景
区，发现当地除了“千山环野立，一
水抱城流”的美景，湖畔的人物雕塑
很有特色。桂林历史上的一些知名
人物，用雕塑沿湖展现出来，并辅之
相应的简介，在周边景观的衬托之
下，栩栩如生，恰到好处，一下子增
添了城市的厚重感。看了那些雕塑
和简介，不仅重温了“桂林山水甲天
下”等传世名句，还能找到它的出
处，让人们在享受美景的过程中，增
加对这个城市过往的了解。这很值
得借鉴。

讲好“宁波故事”，大型实景舞
台剧是不错的载体。记得甬上时评
名家张弓先生曾多次建言，希望“宁
波有一台大戏”。九寨沟的《藏迷》、
云南的《丽江印象》、阳朔的《印象刘
三姐》，我是看过的，的确非常震撼。
省内现在也有《印象西湖》《印象普
陀》等“大戏”，据说各界反响不错。
以这种形式讲述一个地方、一个城
市的故事，能够从文化传播、城市营
销、经济效益等多方面带来综合性
效应。当然，要搞出一台“叫好又叫
座”“看了忘不了”的精品戏，需要精
心的选题、构思和策划，需要借助外
力进行专业性的打磨。

“一部电影成就一座城市”，影
视作品也是最“擅长”讲故事的。今
年市两会上，就有政协委员建议宁
波要充分利用独特的自然环境、人

文优势以及影视基地等资源，以打
造“影视之城”为契机，把大运河与
海洋交接的壮阔、古代海上丝绸之
路“活化石”的现代风情、灿若星河
的名人故事和民俗文化拍摄成视角
独特、内涵深刻、形式多样的影视作
品，用镜头语言讲好“宁波故事”，传
播城市形象。这位委员还列举了韩
寒的《后会无期》让人们认识东极
岛，徐峥的《泰囧》带热泰国旅游业
的实例。宁波有着百年电影史，宁波
籍电影人在中国电影史上作出过卓
越贡献，在影视片中反映宁波的历
史文化资源与城市景观，“宁波故
事”会有更多的“看点”“亮点”。

互联网时代，讲好“宁波故事”，
自然也离不开网络这个平台。国内
有些城市，如西安、重庆等通过网络
营销与主题策划，成了受人瞩目的

“网红”城市，城市品牌形象的宣传得
到了公众认可，城市的“人气”也有了
提升。从城市的“品性”看，宁波向来
是有些低调的，这方面我们或许要改
变一些传统观念。要借助现代化、多
样化的宣传方式，用互联网思维讲好
城市故事，让更多人了解宁波、喜欢
宁波、爱上宁波，吸引更多人才选择
宁波、落户宁波、建设宁波。

讲好“宁波故事”提升城市形象

范 昉

宁波在海边。宁波有多少故事？
那也是一片“海”，历史的、以往的、
现在的、未来的。

赏鱼，需要丰美的水；观树，最
好在山野；在阳台看花，不如垄上
行。这样，人在境中，境在心里，互相
渗透、交融。

宁波这块土地，是诞生好故事
的热土。所有“宁波故事”，都是在这
块土地上生活和奋斗的人们，用一
行行脚印、一滴滴汗水、一张张笑脸
写成的。不是写在纸上，而是写在大
地上的，是与大地同体共生的。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广大科技
工作者要把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
上。”这一论述，回归了科学的本质，
引导科技工作者做自己应该做的
事，不以 SCI 论文论英雄。这一论
述，同样昭示所有的劳动者，要把理
想、奋斗和业绩写在大地上。为此，
笔者主张，我们讲好“宁波故事”，不
妨也把它“讲”到浙东大地上去。

宁波是“院士之乡”，迄今从宁
波走出去的 115 位两院院士，他们
的脚步总是走在大多数人从未涉足
的地方，他们是先行者、发现者、创
造者。他们关心家乡的发展，也把许
多精彩的篇章写在了宁波大地上。
在宁波，有院士路、院士桥、院士林、
院士公园、院士群雕。我怀着崇敬，
用脚步一一丈量过这些地方。特别

是院士群雕，他们以雕塑的形态回
归故乡，脚踏着宁波大地，成为“宁
波故事”中最精彩的篇章，给人以强
烈的视觉冲击力、震撼力和感染力。

讲好“宁波故事”，可以用文字
讲述，通过书籍、报纸、网络等；可以
用镜头讲述，通过摄影、影视等；可
以用戏剧讲述，如《呦呦鹿鸣》《王阳
明》《药行街》《江厦街》等。把故事

“讲”在大地上，更具历史感、现场感
和直观性。

大地寒来暑往，四季消长分明。
种子播撒信念，古树支起苍穹。面对
大地，人们肃然起敬。

把“宁波故事”“讲”在浙东大地
上，首先是保护和利用好众多的名
人故居，如王阳明故居、潘天寿故
居、包玉刚故居等。每个名人就是一
本故事集，故居则是主人公故事的
载体。宁波还有很多名人故居湮没
在民间，政府应拨款修缮，抢救遗
存，丰富陈列。人们来到这些故居，
与名人相晤于心，会印象深刻、感悟
良多。

其次是利用好博物馆、陈列馆、
纪念馆等，这里所展示的“宁波故
事”具有专题性、系列性、系统性。宁
波博物馆里有宁波历史和“宁波故
事”的集中展示，宁波最大的两个优
势——宁波港和“宁波帮”，对应的
有港口博物馆和宁波帮博物馆的系
统陈列，藏书文化则有天一阁……
这些地方使人获益颇丰。宁波堪称

“博物馆之乡”，特别是民间博物馆
不断涌现，其中也有不少精彩的“宁
波故事”。对这些民间博物馆，政府
也应加强引导，予以支持。

宁波有爱心公园、慈园，一些具
有代表性的宁波爱心和慈善故事，可
以“讲”在这里。尤其是“顺其自然”的
故事，一个人影响一座城，因为他

（她），宁波形成了“隐形慈善群体”，
产生了全国性的影响。当我写下“顺
其自然”这四个字，我想说：你的名字
给这座城市带来了更多的温暖。

有些故事，可“讲”在它的发生
地。如屠呦呦的故事，可以“讲”在她
的故居和她读过书的地方。去年，我
去了五次慈城，这里的大街小巷，三
步一个故事，五步一个传说，还有那
些有待保护性开发的历史街区，都
容易唤起人们的地域记忆，引发更
多人的兴趣。冯骥才说得好，它们是

“聚宝盆”，不是“淘金地”。对这些保
护性开发的地方，不要以“亩产论英
雄”，文化保护也是政绩，并且是更
宝贵更难得的政绩。

外地的人才来到宁波，一出火
车站，就是月湖·天一阁景区。这里
多美啊！在这里转上一圈，有“讲”不
完的“宁波故事”，人才或许就这样
留下来了，就这样爱上宁波了。

宁波有横贯东西的中山路。走
在中山路上，“唐宋元明清，从古看
到今”。街道两侧的许多“宁波故
事”，一定要保护好，把故事一直

“讲”下去。
宁波的许多公园、绿地很空旷。

我想，在设计公园、绿地时，可以揉
进一些“宁波故事”，还有许多文化
墙，在上面也可以“讲”一些“宁波故
事”。现在走路健身的人很多，可以
边走边看。

有些苦难的故事，在良知和理性
的观照下也可以“讲”一些，这对市民
和城市也是有价值、有建设性的。

在这个世界上，人始终是主体，
环境只是客体。“讲”好“宁波故事”，
是为了激励人们努力奋斗，把更多
更好的“宁波故事”写在浙东大地
上！

把“宁波故事”“讲”在浙东大地上

黄明朗

宁波人讲究“闷声发大财”。其
实，“闷声”与发财并不能画等号，如
果不能把精彩故事讲精彩，也许争
不到面子还会亏了里子。那么，“宁
波故事”靠谁来讲呢？

各级领导干部。中办国办文件
曾要求，政府部门一把手要当“第一
新闻发言人”。三年前，《人民日报》
刊文《一味低调非良策》，认为同一
个地区，有的市县好故事常有，好声
音不断，让人感觉朝气蓬勃；有的市
县则沉闷无声，让人觉得暮气沉沉，
记者去采访，也是能不说就不说。为
何？领导交代“低调，一般不宣传”。
应该说，低调做人是一种姿态、一种
修养、一种智慧。但官员不是普通
人，他们行使着公权力，肩负着宣讲
政策、动员群众、引导舆论、传播经
验、指导工作的重任，理应“低调”有
度，既要做好事情，也要讲好故事。
在出席会议、外出考察、宾朋来访
时，把本地区所处现状、发展思路、
面临难题等上级领导关注、本地群
众关切、在外游子关心的事情恰如
其分地讲出来。相反，不会讲故事，
该高调时偏要低调，该发声时无话
可说，恰恰是不在状态、碌碌无为的
表现。

广大新闻、文艺工作者。一个好
故事胜过千言万语，可以凝心聚力，
成风化人。讲好故事，记者、作家等
责无旁贷，也是他们应该具备的基
本功。第一部正面反映宁波帮题材
的电视剧《向东是大海》，把宁波帮
的低调作风、实干精神、超人胆魄、
创新思维演绎得淋漓尽致；电视剧

《解密》、甬剧《田螺姑娘》、舞剧《十
里红妆》等优秀作品，为宣传宁波帮
形象、提升宁波城市影响力发挥了
积极作用。“文章应该是用脚写出来
的”，记者、作家等应该担当职责使
命，不断增强脚力、眼力、脑力、笔
力，深入一线去感受火热的生活，发
掘生动、鲜活的素材，打造精品力
作，不断提升“宁波故事”的传播力、
影响力，让宁波形象深入人心。

窗口单位的工作人员。今年春
节，宁海举办在外宁海人招商引智
座谈会，70多位宁海籍乡贤齐聚一
堂，畅叙乡情，共商发展大计，表达
为家乡投资、献计出力的决心。会上
共签下8个项目，总投资约15亿元。
这张亮眼的成绩单背后，讲好“宁海
故事”、传递桑梓情怀功不可没。近
年来，当地多部门通过各种方式广
泛联络海内外宁海乡贤，大力宣传
当地良好发展态势和优质的营商环
境，表达求贤若渴的诚意，成效显

著。借鉴宁海做法，各地窗口单位也
应通过现场服务、办会办展、橱窗墙
绘、车站码头、宾馆饭店、旅游景点，
讲述“宁波速度”“宁波制造”“宁波
解法”等好故事，传递宁波乡情，增
强在外宁波人为故乡建设献计献
策、出资出力的信心和决心。

港澳台胞、外国友人。“宁波故
事”不仅需要我们自己讲，也需要海
内外朋友共同讲。如今，到宁波工
作、讲学、创业、旅游的港澳台胞、海
外侨胞、外籍人士越来越多，通过深
植海外人脉，扩大全球“朋友圈”，让
会讲“宁波故事”的友好人士，用他
们的视角、声音现身说法，更容易跨
越语言和文化障碍，激发心灵共鸣，
实现“借嘴说话、借筒传声、借台唱
戏”。

普通市民的作用也不可低估。
笔者曾经到哈尔滨出差，有位出租
车司机当起义务导游，一路上滔滔
不绝讲述当地的人文地理、风土人
情、历史掌故、土产特产，迅速拉近
了笔者与冰城的距离。其实，好故事
人人心中有，讲故事人人有机会，许
多市民就是“故事中人”。培养一支
由政府主导，广大企业、社会组织和
公民个人共同参与的“讲述队伍”，
可以通过更多的渠道和方式，将“宁
波故事”传播到四面八方。

“宁波故事”靠谁讲？

孙 奕

近几年全国两会期间，数场
“部长通道”采访活动备受关注。
人民大会堂北大厅，百米通道记
者云集，列席会议的政府部门负
责人来到聚光灯下，直面问题，
现场“开方”。

还记得去年全国两会“部长
通道”上热度和锐度兼具的提问
吗——个人所得税怎么改？房
地产市场下一步怎么发展？将
采取哪些措施解决农药化肥过
量使用？……一个个直击百姓
关切的问题，在彰显中国两会
透明与开放的同时，也更加凸
显部长们肩上承载着的沉甸甸的
人民重托。

越是群众关心的热点越要认
真回应。从早些年记者“围追堵
截”拦部长，到近几年部长们直
面媒体，有问必答，“部长通道”
上采访形式变得更为多样，不变
的是各方对部长们尽责履职的期
盼。“问题提得好”“将拿出百分
之百的努力”……直面问题、表
态诚恳。有部门负责人甚至带来
图表现场讲解，为的就是让政策

更接地气、更入人心。
会上看承诺，会后看落实。

不少去年全国两会“部长通道”
上的承诺得到了兑现。比如，“把
党中央、国务院的减税‘大礼
包’不折不扣地送到每家每户每
一人手中”，这一年来，一系列减
税减费政策为广大纳税人不断带
来改革红利，尤其是去年 10月个
人所得税起征点从每月 3500元提
高至 5000元，让不少人有了明显
感受。承诺继续加快推进棚户区
改造，大力推进公租房建设，强
调“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
是用来炒的’”，去年 1 月至 11
月，全国棚改已开工 616 万套，
超额完成任务。多地“蓝天”多
了、移动网络流量资费降了、惩
治侵权力度加大了……“部长声
音”带来的良策和实招，凝聚着
各方对民众期盼的关注，也推动
着热点难点问题在会后的逐步解
决。

凝聚民心、彰显决心、增强
信心。伴随 2019 年“两会时间”
即将开启，沟通上下左右，直接
会内会外，“部长通道”仍在延
续。

会上看承诺，会后重落实

新华社发 商海春 作

“爱心”圈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