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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群体基层

记者手记

走在宁波街头巷尾、广场公园，整洁的绿植和多彩的鲜花交相辉
映，美丽的场景司空见惯；在节假日，各类主题景观既造景又造型，
耳目一新的景致成为不少游客的“网红打卡点”。

作为“国家园林城市”，截至2018年底，我市园林绿化三大指标
分别为：城市绿化绿地率 37.96%，城市绿地覆盖率 41.62%，人均公
园绿地面积 12.21 平方米，而且城区绿地面积还在以平均每年 250 公
顷的速度增加，公园绿地面积以平均每年120公顷的速度递增。

城市“颜值”越来越高的背后，离不开园林工程师的默默奉献，
他们不仅用匠心打造了一大批高品位的城市园林绿化项目，而且肩负
着树木修剪、病虫害防治、绿地养护等重任，是当之无愧的“城市美
容师”。

其实，除了园林工程师，我们每一位市民都有义务和责任用心用
情呵护我们美丽的家园，让我们的城市容颜在岁月流转间历久弥新。

记 者 陈朝霞
通讯员 李叶馨 华骋珅

主持项目，脑力脚力不可少

上周三下午 1 点半，记者跟随
孙立军，在“和义路花漾街区绿
地提升改造工程”项目现场办公，
体验一名景观设计师的细致工作。

“景观设计师是近年来大众通
俗的叫法，国家人社部门专业的称
呼是‘园林工程师’。”一见面，作为
浙江省园林绿化专家组成员、园林
绿化高级工程师的孙立军就向记
者普及了专业知识，目前海曙辖区
1463 万平方米绿地的绿化升级改
造景观设计、现场施工、绿化养护
等，都是其职责范围。

和义路道路绿化工程项目打
造于 2009 年，当时就是由孙立军负
责，如今，孙立军再次接手其绿地
提升工程。她记不清 10 年来这是第
几次走在这条道路上了，今年为了
这一项目，已是第六次来到现场，

“作为项目策划负责人，一定要到
现场把脉，这样才能发现问题对症
下药。”

“虽然目前和义路道路绿化整
体情况不错，但是经过 10 年的风吹
雨淋，花坛、花箱、树池等景观设施
已较为老旧，还有不少破损。‘和义
路花漾街区绿地提升改造工程’项

目是年初的计划，预计投资 600 万
元。”顺着孙立军手指的方向，只见
路边密密生长的常青藤垂盖着花
箱，有的则向上缠绕着路边的香樟
树，“目前这条道路绿意充盈、色彩
不足，前期我们已经对其绿化升级
设计稿修改了五稿，既要留住岁月
痕迹，又要注入现代元素，凸显其
时尚特色。”

当天，从解放桥头出发，往南
到战船街，孙立军领着海曙区城管
局、项目设计方、绿地养护单位工
作人员，边行走、边思考、边讨论，
尤其在南北两个路口、和义大道购
物中心入口处，她观察得特别仔
细，不忘每一个细节，叮嘱道：“目
前道路两边的植物已经浓绿一片，
新的植物配置要在现有的基础上
进行，改变其中杂乱无章的状况，
既要有丰富的色彩和层次，又要和
周边建筑相得益彰，让城市界面干
净利落，达到现代、时尚、精致、实
用的效果。”

其间，孙立军发现道路两侧部
分花坛中有不少枯枝和杂草、一些
花箱中的灌木干渴枯黄，她立刻向
绿化养护人员一一指出养护存在
的问题。她动情地说：“10 年了，看
着这里的变化就像看着自家孩子
成长一般，如今发现养护不到位，
有些心痛，真希望每位园林绿化人
员能用心用情呵护每片绿色。”

专业素养，需要多学科知识

当天走到万豪酒店、和义大道
购物中心入口处时，这两家单位的
后勤管理人员见到孙立军，热情地
走过来打招呼。对此，孙立军解释：

“园林工程师是复合型人才，其中
道路绿化除了关注花草树木，施工
时还要协调红线外的周边单位，现
场来的次数多了，工作得到了周
边 商 家 的 支 持 ， 大 家 就 成 了 熟
人。”

在孙立军看来，园林工程师
要懂得建筑学、力学、美学、植
物学、文史，甚至财务等多学科
知识，“以植物为例，它有乔木、
灌木等不同种类，有喜阴喜阳等
不同特性，除了要考虑它们之间
的相互依存关系，进行完美配置
和色彩搭配外，还要兼顾它们与
周边灯光、建筑等环境的协调。”

走在和义门瓮城遗址公园入
口处时，孙立军指着路边停车场
围栏上依附着的金银花藤，开心
地介绍：“10 年前，宁波首次引进
开玫红色花朵的金银花，每年 3 月
开花时节，这里成为一道独特的
风景。”

这只是孙立军 34 年园林工作
创下诸多第一中的一次，她曾主
持 镇 明 路 绿 化 改 造 、“ 百 个 花
境”、灵桥路绿化升级和居住区绿
化升级改造等 60 余个项目，获得
了 “ 全 国 绿 化 奖 章 ” 等 诸 多 荣
誉。其中，2002 年在镇明路首次
运用黄山栾树作为行道树让她记
忆犹新。

“当时宁波没有大规模引进黄
山栾树的先例，毫不犹豫选择它
是基于自己的专业知识，心里有
把握。”孙立军回忆，当时她拿着
尺 子 ， 测 量 每 棵 树 的 直 径 、 高
度，像选美女一般，把 450 多棵黄
山栾树从江苏“迎”回了宁波，

“看到我们的大胆尝试，10 多年后
成 就 了 现 在 秋 日 花 树 盛 开 的 美
景，非常开心。”

除了在工作中独具匠心，孙
立军还是国家级插花高级技师和
首批浙江建设工匠。她认为，优
秀的园艺工程师还要懂得生活、
懂得美，是有情怀、热爱生活的
人，“学习插花是为了提升工作，
一个插花盆景犹如一座庭院，插

花过程就是装点庭院的过程，好
的 插 花 作 品 融 入 了 情 感 ， 有 温
度，工作也一样，要将匠人匠心
精神发挥到极致。”

记者了解到，孙立军还拥有
助理会计师、统计师资格证书。
对此，孙立军表示，园林工程师
要负责项目的施工管理工作，相
关财务知识也是必不可少的。

扮靓城市，永远在路上

下午 3 点半，孙立军一行来到
了和义路口与战船街交叉处，短
短 1140 米 ， 她 们 走 了 整 整 两 小
时。附近东门口车水马龙，尽显
都市繁华。望着大花坛内五彩缤
纷的鲜花，孙立军触景生情地感
叹：“宁波城市园林景观今非昔
比。30 多年前，园林绿化工作还
不为人关注，园林绿化工程师也
非常少。那时，东门口路边的行
道 树 是 直 径 五 六 十 厘 米 的 黄 杨
树，种植在黑色的大缸中。”

34 年 在 园 林 绿 化 一 线 工 作 ，
孙立军将美好的青春献给了这份
美丽事业，经历和见证了宁波园
林绿化事业的突飞猛进。她清楚
地记得，1996 年，宁波市委、市
政府提出第一个“绿化年”，加大
资金投入，加大绿化建设力度，
宁波园林绿化事业由此焕发出勃
勃生机，先后获得 “国家园林
城市”“国家森林城市”等称号，
其中极具代表性的园林杰作就是
国家 5A 级景区——月湖景区。

作为月湖景区发展的见证人

之 一 ， 孙 立 军 非 常 自 豪 。“1998
年，市政府斥资 6 亿元启动月湖景
区一期建设工程，历时两年自南
而北一气呵成，共种植植物 100 多
个品种，运用山石造型 6 万多立方
米。如今，景区每年换花超过 6 次、
品种超过 20 个，做到四季有花、常
年有景。”孙立军说，宁波园林绿化
景观打造的发展也印证了宁波园
林的三个发展特点，就是从平面向
立体过渡、从绿色向彩色过渡、从
地面向空中延伸，“只要留心观察，
就不难发现，如今宁波主干道两
旁 ，一 年 四 季 绿 树 成 荫 、鲜 花 绵
延，高架桥两边也是鲜花盛开，
城市越来越美了。”

采访即将结束，孙立军突然
想起附近 1844 生活艺术中心的绿
地内有一棵古树的“身份证”需
要去现场确认，之后她还要回单
位和“徒弟”加班，将一年来的
全区园林绿化工作的各类数据整
理 汇 编 ， 做 成 图 文 并 茂 的 幻 灯
片。“资料年年做，为的就是留下
第一手资料，让新入行的年轻园
林人有可供借鉴和参考的经验。”
孙立军表示，宁波几代园林人共
同努力，早出晚归扮靓城市，用
爱岗敬业诠释了工匠精神，大家
在这份事业中共同成长、付出、
见证、收获，非常欣慰。

记 者 沈孙晖
通讯员 张瑶瑶

粘上胡子，粗着嗓门，弓起
脊 背 ⋯⋯ 作 为 越 剧 中 的 女 老 生 ，
生活中时尚的石惠兰在舞台上专
门扮演老者，却甘之如饴。“越剧
让我的人生有了新的价值。”跨入
戏剧大门 30 多年的她收获了众多

荣誉，依然以谦逊、淡定的心态
认真诠释自己的每一个角色。

石惠兰是象山茅洋乡文山村
人，小时候很喜欢搬着板凳，看
电影队巡回播放的戏剧电影 《红
楼梦》《宝莲灯》 等。她被剧中人
物美丽的发饰和装扮所吸引，常
在家梳起头发，以床单被套为水
袖，模仿电影角色的动作唱唱跳

跳。
后来听说徐家岙村有个新成

立的越剧团招收演员，石惠兰主
动报名，踏上了学艺之路。在徐
家岙越剧团的两年多里，她学习
了许多越剧基础知识，时不时跑
个龙套，客串一下花旦。剧团因
故解散后，石惠兰又辗转宁海、
东陈等多个越剧团。

民间剧团虽然演出多，能锻
炼自身能力，却存在不稳定性。
因 此 ， 石 惠 兰 下 决 心 考 专 业 剧
团。18 岁时，象山县越剧团招收
演员，石惠兰毛遂自荐，凭借扎
实的功底被录取。因体型及身高
关系，她在剧团专业老师的建议
下，正式转为张派越剧老生演员。

当时，县越剧团正计划排练
新编历史剧 《汴水情》。该剧不同
于以往才子佳人的故事，以宋朝
开国皇帝赵匡胤为主角，即以老
生演员为主演。石惠兰以出色的
唱腔被特邀来的省小百花越剧团
导演选中，担任主演。1991 年，
她 凭 借 《汴 水 情》 中 赵 匡 胤 一
角，斩获宁波市戏剧节一等奖。

机 会 总 是 垂 青 有 准 备 的 人 。

几年后，石惠兰又考入杭州越剧
院，并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中顶替
同事去北京首都剧院演出，饰演

《碧玉簪》 中的李延甫一角。一曲
唱罢，台下掌声雷动，石惠兰一
炮而红，成为一名崭露头角的越
剧新秀。

“以前演戏更多看重技巧与唱
腔，在人物内心的刻画上还远未
到位。”石惠兰说，作为一名优秀
的演员，不能单靠外在的技巧功
夫，还要深刻、细腻地展现人物
性格心理的张力，要在外松内紧
的表演中，深深吸引观众，做全
场气氛的驾驭者。

30 多年演艺生涯中，石惠兰
不断挑战自我，塑造了一个个脍
炙人口的经典角色。2007 年，她
扮演了戏剧界第一个孔子，并在
2009 年第十一届中国戏剧节中获
优 秀 演 员 奖 。“ 拿 到 《大 道 行
吟》 剧本前，我对孔圣人的印象
还 很 模 糊 。” 为 深 入 理 解 人 物 ，
石惠兰查阅了大量资料，观看有
关孔子的影视作品，还去杭州的
孔 子 庙 参 观 。 每 一 个 动 作 和 眼
神，她都反复琢磨练习，感受人

物心中所想，最终塑造了一个眼
神高远、风尘仆仆的孔子形象。
前两年，石惠兰又主演了首个越
剧版本的 《清风亭》，剧中人物从
脊 背 微 驼 到 步 履 蹒 跚 ， 唱 腔 多
变。她凭借出彩的表演，获得第
28 届上海白玉兰戏剧奖·主角提
名奖。

如今，石惠兰已是国家一级
演员，中国戏剧家协会和浙江省
戏剧家协会会员，杭州市戏剧家
协会副主席。她曾随团去挪威、
美国、法国、德国等十余个国家
交流演出。“将传统越剧带出国
门 ， 得 到 外 国 朋 友 的 认 同 和 赞
赏，是一种十分奇妙的感受。”石
惠兰说。

石惠兰的心中，始终有着传
承发扬越剧的使命感。在剧团，
她注重培养新人演员，平时多给
他们锻炼和表演的机会。作为浙
江音乐学院的外聘越剧教师，她
对学生们认真负责，一字一句教
唱，尤其注重眼神和动作。石惠
兰希望越剧这个中国第二大剧种
能一直流传下去，散发其独特的
艺术魅力。

石惠兰：越剧老生的舞台人生

记者 余建文 通讯员 陈 琼

金秋十月，猕猴桃果园迎来最后
一季的采收。日前，陈大甫、陈宗
曙两位老人走进宁波星隆农业发展
公 司 的 果 园 ， 向 员 工 讨 教 种 植 技
术。“我还是来采风的，听村民讲故
事，为编写 《裘村传说》 做准备。”
陈大甫说。

在奉化区裘村镇，有一群“出
门劳动进门书”的农民自发组成了
芦溪农民学习社，劳动之余，热爱
读书创作，常年在乡村走访，记录
乡 村 民 俗 文 化 ， 传 授 种 植 养 殖 技
术，教老年村民使用智能手机。裘
村镇成人学校负责人说，这是宁波
唯一的农民学习社，“别看成员是中
老年人，他们的学习劲头，比年轻
人还足呢。”

今年 77 岁的陈大甫是学习社的
负责人。老人当过民办教师、村里的
会计，虽然是种地出身，从小喜欢写
作，至今笔耕不辍，家中藏书近千
册。因为常年奔走乡间，陈大甫对裘
村各地的历史沿革、风土人情了如指
掌，至今在宁波、奉化的报刊上发
表文章 140 多篇。经过两年的精心
筹备，今年 3 月，裘村镇出资编著
的 《山海裘村》 一书正式出版，全
书近 27 万字，收录 80 多篇文章。陈
大甫是该书的总编纂人，并写了其
中的 30 多篇。老人说，这本书相当
于裘村的 《自传》，“每处史料、每
个故事都要仔细审核，一字一句都
马虎不得。”

裘村古称“芦溪”，学习社用了
这个诗意的名字，主要是研究、记录
地方乡土文化，关注村落文化的建
设，为裘村镇的旅游、文化等第三产
业的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在镇成人
学校的帮助下，学习社制定了规章制
度和工作计划，保障各项学习活动系
统化、常态化开展。

学习社成员裘英敦写得一手好书
法，还是个“文艺达人”。每年黄贤
村的“村晚”上，老裘自编自导自演
小品，以幽默风趣的表演倡导崇德敬
老，深受村民欢迎。他还曾连续 7 年
自筹资金购买课桌椅，义务辅导小学
生书法与写作，2015 年被评为宁波
市级“百姓学习之星”。

今年 50 岁的吴平是学习社里的
小字辈。他创办的星隆农场是奉化区
面积最大的猕猴桃种植基地。吴平不
仅自己刻苦钻研种植技术，还将所学
无私传授给他人，帮助当地农民共同
致富。在千年古村马头，陈贤灼、陈
宗曙两位老人长年担任古村的义务草
根宣讲员。村民说：“想了解马头村
的乡土文化和历史，找这两位就对
了。”不管是前来考察的领导，还是
普通的游客，陈贤灼一概热情相迎，
用“马头牌”普通话讲述马头“一村
四名”的来历和源远流长的古文化。
暑假里，两位老人当起文化礼堂假日
学校的老师，传授农耕技艺，把乡土
文化的“种子”播撒到孩子们的心
田。

2017 年，芦溪农民学习社成立
时，仅有 7 人。短短两年，成员增至
26 人，并设立了音乐、书画、文学
创作等小组。全社在各级报纸杂志发
表 200 多篇文章，编著或参与编著了

《山海裘村》《轨迹》《翔鹤潭》 等书
籍。目前，学习社的几名骨干被镇里
聘请，着手 《裘村镇志》 编纂工作。

“农民也要不断学习，这样日子才过
得更有滋味。”陈大甫说，加入学习
社后，大家树立终身学习的理念，以
地方志、家谱编纂为重点，为美丽裘
村建设奉献余热。

田头求学问
笔墨抒乡情
裘村农民学习社

“老有所学”献余热

园林工程师园林工程师：：匠心独具匠心独具，，扮靓城市扮靓城市

秋日的甬城，花木葱茏。
在鼓楼城墙下，不少市民驻
足，和新中国成立70周年的景
观布置合影留念。在这个以

“不忘初心 扬帆起航”为主题
的景观布置中，老宁波北门永
丰门、西门望京门、东北门和
义门、东门东渡门、东南门灵
桥门、南门长春门六扇门，在
鲜花的点缀下格外醒目，宁波
建城1300余年历史记忆被鲜活
地唤醒。

这一主题景观的总策划师
是海曙区综合行政执法局 （城
管局） 绿化技术总负责人孙立
军，她1985年毕业入行，34年
如一日用匠心扮靓城市，经历
了宁波“城市美容师”队伍的
发展壮大，也见证了宁波园林
绿化景观的日新月异。

石惠兰 （右二） 演出现场。 （受访者供图）

陈大甫、陈宗曙在猕猴桃基
地了解种植技术。

（余建文 摄）

孙立军孙立军 （（右一右一）） 在和义路现场办公在和义路现场办公。。（（陈朝霞陈朝霞 摄摄））

鼓楼新中国成立70周年景观布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