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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争攻坚三年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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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龚哲明 通讯员
王自力 吴学军） 香港宁波同乡会
成立 52 周年庆祝活动昨晚在香港
举行。省委副书记、市委书记郑栅
洁发贺信。受市委委派，市委常
委、统战部部长胡军率团赴港出席
活动。

郑栅洁在贺信中向香港宁波同
乡会成立 52 周年表示热烈祝贺，
向广大在港宁波籍乡亲表示感谢和
慰问。他说，香港宁波同乡会是一
个有凝聚力、有影响力的爱国爱港

社团，长期以来始终坚定贯彻“一
国两制”方针和香港基本法，团结
带领广大乡亲支持特区政府依法施
政，推进甬港交流合作，为促进香
港繁荣稳定、宁波建设发展作出了
重要贡献。今年是新中国成立 70
周 年 ， 也 是 宁 波 推 进 “ 六 争 攻
坚”、实现“三年攀高”的关键之
年。我们立足经济总量过万亿元的
新方位，深入谋划建设“246”万
千亿级产业集群、甬江科创大走
廊、宁波前湾新区、宁波南湾新

区、沪嘉甬铁路等一批“四梁八
柱”，努力推动宁波走在高质量发
展前列。我们热切期盼香港宁波同
乡会和广大乡亲发扬光荣传统，通
过各种途径、各种方式参与宁波建
设发展，为壮大宁波综合实力、提
升宁波城市能级添砖加瓦、鼓劲加
油。宁波将进一步加强与广大乡亲
的联络联谊，为大家回乡投资创
业、省亲访友、休闲度假提供一切
便利。

香港宁波同乡会会长李本俊致

答谢词。香港中联办和省委统战部
相关负责人，香港宁波同乡会创会
会长李达三等“宁波帮”代表人
士，以及甬港两地各界友好人士
400多人参加活动。

在港期间，代表团一行还出席
了香港宁波各同乡社团负责人座谈
会，拜访了香港浙江省同乡会联合
会荣誉会长曹其镛、上海总会会长
李德麟等“宁波帮”代表人士，邀
请各位乡贤来甬出席今年的世界

“宁波帮·帮宁波”发展大会。

香港宁波同乡会
成立52周年庆祝活动在港举行
郑栅洁发贺信

记 者 徐展新
通讯员 施民伟

【人物名片】
徐惠国，1941 年出生，1956

年进入东福园饭店做学徒，师从名
厨胡东冠。1988 年获选宁波首位
特级厨师、餐饮业首位市人大代
表，并接任东福园饭店厨师长，成
为中华老字号东福园第三代传承
人，最终入选 《中国名厨大典》，
现任东福园高级顾问。

我很幸运，能在年纪尚小的时
候加入老牌饭店东福园，亲历物资
匮乏的年代，也参与了经济建设、
改革开放的进程，见证老百姓的钱
包逐渐鼓起来、生活逐渐富起来。

“食材太有限，黄鱼就
能占9个名额”

1956 年入行做学徒时，东福
园刚刚实现公私合营，门店开在
东门口，也就是现在银泰百货所
在的地方。当时的东福园和状元
楼、梅龙镇并列，算是宁波仅有
的几家高端饭店。然而，当时物
资匮乏，食物凭票供应，老百姓
消费能力也非常有限。宁波餐饮
业受困于市场环境，几乎处于停
滞发展的状态。

以我的经历为例，我是一名收
入并不差的饭店厨师，父母是摆摊
做小生意的，但从没想过进饭店用
餐。20 世纪 60 年代，全家人在高
端饭店吃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需要

十几元，而我的月收入是 30 元左
右，负担不起这样的支出。

更重要的是，即便鼓起勇气走
进饭店，也没有太多的菜式可以选
择。翻翻东福园收藏的 1965 年菜
馆价目单就能看到，食材太有限
了，黄鱼就能占 9个名额，虾仁能
占 10 个名额，翻来覆去使用不同
的技法、选择不同的部位，吃不到
什么新鲜、特别的美味。

能来饭店吃饭的老百姓大多囊
中羞涩，仅为了尝个鲜。买一碗几
分钱的汤，配着白米饭吃。

直到改革开放前几年，宁波餐
饮业才迈开了“大步子”。东福
园、状元楼先后翻新扩大，搬进气
派的水泥高楼，得到了商帮巨子的
资金扶持，老百姓的生活改善、思
想解放，“饭店吃饭”慢慢变成了
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生意火爆，队伍从中
午排到晚上七八点”

1980 年之后，宁波逐渐享受
到改革开放带来的红利，越来越多
的商人加入开饭店、办酒楼的队
伍 。 1985 年 ， 宁 波 帮 人 士 王 宽
诚、王欣康协助中外合资状元楼开
业，包玉刚两年后来饭店用餐，我
还去做了帮厨；三星级涉外宾馆亚
洲华园宾馆 1987 年开业，带来了
高工资的香港大厨；宁波海鲜商人
还借鉴了粤菜的原材料，建了一座

“南国海鲜楼”。
与此同时，食物凭票供应的时

代落幕了，老菜谱终于增加了“新

面孔”，譬如广东的海鲜、进口的
龙虾。几家知名饭店的生意火爆，
里三层外三层围得满满当当，中午
一开门就会排起长队，一直排到晚
上七八点。饭店组织的各类菜肴展
示会、名菜名点展评会层出不穷，
宁波菜声誉日隆，提升了宁波的知
名度。

随后，大众化餐饮也快速发展
起来。2000 年前后，宁波菜体系
渐成，石浦、彩虹坊、汉通、向阳
渔港这些全新的餐饮品牌占领了市
场，得到了“餐饮品牌四大天王”
的美誉。另一边，老字号宁波饭店
却沉寂下来；东福园于 2000 年搬
离东门口，之后几经辗转，品牌知
名度有所下降；状元楼也受城市建
设 等 因 素 影 响 销 声 匿 迹 ， 直 到
2008年才重回大众视野。

这时候，一个新课题摆上了台
面：宁波餐饮业蓬勃发展，餐饮文
化该如何保存、传承和创新？

“老字号是情怀，也是
金字招牌”

1993 年，我从大厨的位置上
退休了，转而从事教学工作，近几
年又退居幕后做顾问，可以从不同
的视角看待宁波餐饮业的发展、变
化。

发展至今，宁波餐饮业的体量
已经足够庞大，根据市商务局的统
计，2018 年，全市实现餐饮业营
业额547.9亿元，“吃不到”和“吃
不好”的困扰早已不复存在。我们
的问题在于，怎么利用好老字号饭
店背后的传统文化，打造独一无二
的品牌形象。

选择老字号，或许是为了情
怀，希望游子漂泊归来找到回忆；
或许是出于对品牌的信任，相信老
字号经历时间打磨，可以做到童叟
无欺、货真价实。这都是老字号最
宝贵的、值得挖掘的财富。

企 业 已 经 在 尝 试 了 。 2009
年，宁波菜制作技艺被列入浙江省
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收下状元
楼品牌的石浦大酒店成为传承基
地。东福园也成立了老字号名菜研
发中心，在全市范围内寻找技艺传
承人。

政府和行业协会也在努力。近
年来，宁波菜研究协会成立，市餐
饮协会多次赶赴上海、北京以及泰
国传播宁波餐饮文化，市老字号协
会也于去年正式揭牌，着手开展老
字号认定和立法工作。

这些成果让我充满信心，老字
号餐饮企业是情怀，也是金字招
牌。它见证了宁波七十年来的变
迁，如今也能顺应时代转型升级，
成为提升城市影响力和美誉度的重
要载体。

徐惠国：一菜一饭浓缩时代变迁

徐惠国见证了宁波餐饮业数
十年的风雨兴衰。 （徐展新 摄）

昨天是个艳阳天，东部新城生态走廊三期遍野金黄。据悉，此处油菜花播种面积1.3万平方
米，其中黄色油菜花1.1万平方米，从江西农科院采购的橘红色油菜花1000平方米，白色油菜花
1000平方米。 （胡龙召 张小都 摄）花开芳砌满眼春

记 者 金 鹭
通讯员 王虎羽

站在屏幕前，靠手势就能任
意“拖拽”3D 模型进行细节设
计；无需佩戴特殊眼镜，一个个
虚拟“零件”就能摆在面前，让
新员工快速上手精密装配。在

“科技创新 2025”重大专项支持
下，这些曾出现在科幻电影中的
画面即将在宁波变为现实。

“我们将用两到三年时间，突
破最先进的人机物交互和新型显
示技术，将其应用于制造业工
厂，以期大幅提升企业运营效
率。”视睿迪技术负责人陆小松博
士告诉记者。

视睿迪深耕光电显示和人机
交互领域，多项技术已处于行业领
先地位。据陆小松介绍，在招工难、
人工贵的大背景下，如何让“菜鸟”
快速养成、现场管理更智慧，已成
为各国数字化研究的重点。

目前，亚马逊、微软等国际
IT 领军企业已各自提出基于人机
融合技术的解决方案；博世、卡
特彼勒等制造业巨头，也已尝试
将数字模型集成到生产环境中，
运用于员工综合训练、缺陷检
测、辅助维护和维修等环节。

然而，这些“洋算法”在中
国制造业工厂却遭遇“水土不
服”，在普及应用方面遇到了瓶
颈。“例如中国部分工厂还存在空
间小、采光差、高粉尘等问题，
现有的图像识别技术无法精准捕
捉动作。”陆小松说。

借力“科技创新 2025”，视
睿迪联合多方建立了基于中国工
厂的图像算法库，积累了成千上
万条数据。不管是工厂中的实时
环境变化，还是工人的动作参
数，将更加贴近中国工厂实际，
为高稳定、多角度的图像识别、
动作捕捉技术突破打好基础。

目前，视睿迪“三维智能交
互终端”中规模生产线已经建
成，并联合浙江工业大学完成了
基础算法的突破。下一步，这些
终端将放置于多个工业场景中实
际测试，再反复修正。技术突破
后，还能针对企业个性化需求，
进行定制化开发，并在教学、医
疗等多个场景得到应用。

“智能制造是宁波重点发展方
向，人机物图像融合技术的突破
将为工厂的无人化、数字化、智
能化奠定坚实基础，大幅度提高
广大工业企业安全生产管理水平
和生产效率，促进宁波制造业高质
量发展。”市科技局相关负责人说。

新 闻 链 接

“人机物融合智能图像算法集
成与应用项目”隶属于宁波“科
技创新 2025”重大专项的“智能器
件、功能芯片及应用软件”专项。到
2022 年，我市将力争在前瞻性研
究上实现重点突破，在人机物融
合、智能传感器等符合宁波市经济
基础和产业结构的领域取得重大
突破，实现产业链完善程度及技术
水平国内一流、国际知名。

人机物融合赋能工业制造
——攻克“卡脖子”核心技术系列报道⑤

本报讯 （记者孙吉晶 宁海
县委报道组陈云松） 每个周末，
点开手机里的“文宝地图”，带上
家人去“打卡”，已经成为宁海市
民邬先生的一种习惯。去年 10
月，宁海启动“文化振兴·全民
寻宝季”活动，发动广大市民寻
访优秀文化遗存。目前，像邬先
生一样参与“寻宝”的人数超过
3500人，打卡记录3万余条。

宁海文化资源非常丰富，业
内人士对县内的文化资源还没有
全面掌握。宁海发起全民均可参与
的“文化寻宝季”活动，就是为了唤
醒沉睡的传统文化资源，把散落在
民间的“文化宝藏”串珠成链，推
动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带动乡
村文化复兴。

寻宝的第一步是挖掘宝贝，
由宁海县委宣传部牵头，组织农
办、文旅、文联等相关部门及各
乡镇、街道，推荐承载时代记忆
和乡愁的文化地标，并通过媒体
下发文化宝藏征集令，征集到最
具代表性的文化遗存 150 个。全
民鉴宝后，又邀请专家学者和广
大网民，根据名人文化、民俗文

化、印记文化、古迹文化、新兴
文化、其他文化等标准，对 150
余个特色文化进行分类，推荐心
目中的文化记忆宝藏，首季梳理
出 72个文化标识进入全民寻宝视
野。然后整理制作了一份网页版
的“文化寻宝”地图。

市民只要点击“文化寻宝”
地图网页，便会出现一幅标有所
有“文宝”的“藏宝图”。点击每
个“文宝”，还能接收到每个点上
的基本情况介绍和地理位置定
位，并且带有导航和转发朋友圈
的功能。直观的寻宝地图，方便的
打卡功能，激发了市民的参与热
情。对集齐 72个宝贝的参与者，相
关部门给予一定数额的奖金。

“文化寻宝”活动串联起散落
在民间的文化资源，形成一条特色
旅游带，不仅带旺乡村旅游人气，
也带动农产品、农家乐、民宿等产
业发展，增添全域旅游活力。据介
绍，宁海计划通过 3年时间，挖掘、
整理、宣传身边的“乡愁文化”，在
文化寻宝中集智聚识，推动优秀传
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为乡村振兴注入文化新动能。

征集文化遗存 制作寻宝地图

宁海“全民寻宝”
激发乡村文化振兴活力

前天，鄞州明楼街道中老年人智能手机培训暨“学习强国”送教进
社区活动开班仪式在惊驾社区举行。首期培训班吸引了 50 余名学员参
加。据悉，该活动将在明楼街道连续举办40期。（丁安 范光明 摄）

“学习强国”打开学习之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