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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宫，对于许许多多人来说，都是童年时光里
最最美好的回忆之一。

跳舞、唱歌、下棋、天文、演讲、小提琴、机器人……很多相伴一
生的爱好，就是从这里开始萌芽，之后渐渐变成了倾注心血的事业或者
说放松心灵的寄托。

就在上周，记者从有关部门了解到，宁波市青少年宫即将扩建“长
大”，其中青少年宫东部新馆落户宁波文化广场，海曙区柳汀街市青少年
宫老馆和高新区发展中心继续保留——这也就意味着，有了硬件支持保
障，我市的校外教育即将迎来崭新的篇章。

（1） 1987 年 10 月宁波市青
少年宫“仁仪大楼”揭碑仪式

（2） 1988 年 10 月包玉刚夫
妇出席宁波市青少年宫仁仪大楼
落成典礼

（3） 1988 年宁波市青少年
宫庄启宁老师组建了宁波市青少
年宫天文爱好者协会，2014年 1
月获得国际小行星命名殊荣

（4） 2000年 4月宁波十大实
事工程之一宁波市青少年宫二期
工程落成开放

（5） 2000 年开始开展宁波
市青少年社区联谊会活动

（6） 2000年 7月加拿大教育
访问团来宁波市青少年宫交流

（7） 2001年 1月宁波市首届
少儿服饰文化节开幕式

（8） 2005年 3月宁波市青少

年校外教育工作协会成立
（9）2005 年 9 月宁波市青少

年宫荣获中国青少年社会教育最
高奖——“银杏奖”优秀团队奖

（10） 2014 年宁波市青少年
宫与高新区管委会机关事务管理
中心合作建立宁波市青少年宫高
新发展中心

（11） 2015 年 10 月中国青少
年宫协会青年工作专委会在宁波
召开

（12） 2016 年 6 月宁波市青
少年宫3号楼艺术楼落成开放

（12） 2017 年 7 月宁波市红
领巾社团在宁波市共青团第十八
次代表大会上精彩献词

（13） 2018 年 3 月宁波市青
少年宫增挂宁波市志愿者服务指
导中心牌子

宁波市青少年宫发展部分大事记

新闻多一点

编者按

一个城市青少年发展得越好，
这个城市的未来就越美好——这是
城市管理者着眼未来的一种共识。

早在 1953 年，宁波市青少年
宫 （前身是宁波市少年之家） 选址
宁波市中心月湖景区旁，成了当时
全国最早的 12 家少年儿童校外教
育机构之一。

时 间 来 到 上 世 纪 80 年 代 末 ，
在市委市政府的关心重视下，在侨
胞的大力捐资下，地处柳汀街的宁
波市青少年宫主体工程“仁仪大
楼”落成。之后历经 2000 年市十
大 实 事 工 程 “ 综 合 楼 ” 扩 建 和
2016 年 3 号楼改扩建，现有占地约
9 亩，建筑面积约 15000 平方米，
累计投资约 4000 万元。

“可以说，宁波市青少年宫本身
就是改革开放后‘宁波帮 帮宁波’
的生动载体，从青少年的实际需求
出发，是市委市政府以及‘宁波帮’
人士给全市青少年儿童的一份大
礼。”宁波市青少年宫负责人说。

中国少儿服饰文化周，二十届
宁波市少儿服饰文化节，二十三届
宁波市少儿及外来民工子女风筝比
赛，六届宁波市进城小公民欢乐
节，关爱留守儿童、重要节日的主
题教育活动，国际童声合唱节、中
韩、中日国际青少年社团文化艺术
交流⋯⋯

多年来，宁波市青少年宫推出
一系列活动，吸引和惠及了全市数
十万计青少年儿童的积极参与，在

我市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活动和
服务青少年健康成长方面发挥了积
极的作用。青少年宫搭建的一个个
独具特色的舞台，已成为众多甬城
孩子的永恒记忆。

在青少年宫主楼，有一个白白
的圆顶，那是 30 多年前包玉刚等
两位港澳同胞参与捐资的我市第一
个天文观察室，俗称“天文台”。
里面配备了当时浙东地区最大的
一架天文望远镜——直径 200 毫米
的牛顿式折反射望远镜，直接推
动宁波群众性天文普及活动步入
正轨。

“对于很多孩子来说，但凡亲
眼看过头顶上那一片圣洁的星空，
就一辈子不会忘记。”庄启宁是青
少年宫热衷于天文科普事业的老
师，一直致力于带领、指导学生和
天文爱好者，走南闯北观测天文天
象。2014 年，一颗编号为 195657
的小行星被命名为“庄启宁星”。

黑板、电视、天球仪⋯⋯时隔
多年，虽说那架牛顿式折反射望远
镜的外壳已有些泛黄，但无数的孩
子曾在这里踮起脚尖，学着去做那
个“追星星的人”。小小的兴趣，
可能改变的是孩子的一生。

有个“90 后”男生小俞，青
少年时期成绩一直是班级垫底，也
找不到自信。之后，通过青少年宫
接触到天文学，找到了兴趣所在的
他不断钻研，不仅摘得了亚太地区
天文奥林匹克比赛二等奖，后来还
考取了美国亚利桑那大学天文系，
毕业后在相关研究所工作。

“一路走来，感谢市青少年宫
给予我的一切，引领我爱上了主
持、爱上了朗诵，在有声语言的美
妙世界里，让我的小小梦想照进了
现实。青少年宫，我梦想开始的地
方。”去年的“市青少年宫十佳微
主播”评选现场，顾禾阳同学说出
了一代又一代孩子们的心声。

培养兴趣，改变人生
一份送给全市青少年的大礼

四次被表彰为全国少年儿童校
外教育工作先进集体和全国先进青
少年宫，四次获得浙江省校外教育
先进集体称号，多次被宁波市委、
市政府表彰为宁波市未成年人思想
道德建设工作先进集体，2005 年 9
月荣获中国青少年社会教育最高奖
———“银杏奖”优秀团队奖⋯⋯

时光荏苒，春华秋实。经过多
年的不懈努力，市青少年宫的社会
效益、人才效益不断增长，社会形
象、社会声誉不断提高；但与此同
时，一些更加现实也更加具体的问
题也随之浮出水面。

“最为核心的是场地空间的问
题。随着社会的发展，宁波市青少
年宫原先设计承载的功能已经严重
滞后，远远落后于青少年社会教育
发展的客观需要。同时，由于服务
青少年安全要求高，开展活动又缺
乏足够的室内场馆和室外的广场、
营地，因此开展主题教育教学活动
的工作难度也越来越大。”宁波市
青少年宫负责人说。

如果以 1987 年作为一基线，过
去 30 多年间，宁波户籍人口就增加
了 100 多万，非本市户籍人口增加
了近 350 万，而且随着城市化进程
的加速，人口分布同样不断向市中
心集中。到 2019 年末，市区人口就
已经超过 300 万，达到 300.9 万人，
全市共有在校学生 137.3 万人，其中
18 岁以下的中小学生、幼儿园儿童
就有 116.7 万人。

当前,我市正处于全力争当建
设浙江“重要窗口”模范生的关键
时期，各行各业都在努力交出高分
答卷。作为我市未成年人专用的公
益性校外教育的青少年宫，与不断
增加的服务对象和不断提高的服务
需求相比，阵地建设远远低于同类
城市的水平，已经严重滞后于我市

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的发展，
束缚了服务全市青少年儿童开展校
外教育教学活动的需要。

一名市青少年宫的老员工表
示，青少年宫的剧场、报告厅、展
览厅和有关运动场馆等室内活动设
施经常性地免费向全市青少年儿童
和市民开放，常年需要接待青少年
各类素质教学培训活动近 45000 人
次，一到双休日，附近路段就严重
拥堵，不仅影响了青少年安全出
行，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家长送孩
子参加兴趣爱好培养的热情和积极
性。

“虽然这里地段好，但是太小
了，是应该好好跟政府提提意见，
再建造一个规模更大、更全的青少
年宫”“每次送孩子来青少年宫参
加活动，停车成了最大的问题，很
多家长只能停在很远的地方，再步
行过来，这已经是我今年的第三张
罚单了”⋯⋯

面对来自市民的反馈和建议，
每年的两会期间，不少代表委员也
会就青少年宫的建设问题提出意见
建议。尤其是当省内周边城市的青
少年宫快速发展、不断“长大”的
时候，这些有识之士更是按捺不住
焦虑，多次大声疾呼。

2011 年，时任市政协委员的
沈迟晨就表示，青少年是民族的希
望，也是一个城市未来发展的希
望，青少年宫有比较专业的场馆、
有比较专业的指导老师，能对青少
年系统的发展提供智力支持，因
此，一个城市青少年宫的建设应与
城市的发展相符合。

另外，也有一些政协委员表
示，宁波市青少年宫无论从规模上
还是占地面积上，都需要极大的改
进，“与迅猛发展的校外学习活动
需求比起来，硬件实在有点寒碜。”

囿于空间，发展受限
一个困扰多年的“成长烦恼”

今年年初，宁波市《政府工作报
告》中，明确将新建市青少年宫作为
我市高标准实现全面小康社会的一
个具体民生实事项目来谋划。

目前，我市正式确定青少年宫
东部新馆落户宁波文化广场，海曙
区柳汀街市青少年宫老馆和高新区
发展中心继续保留，并召集市委办、
市发改、市财政、团市委和市开投集
团公司等相关部门一起开座谈会进
行再部署。

“在寸土寸金的核心地块再建
一个公益性的青少年校外教育场
所，这充分体现了市委市政府对我
市青少年儿童全面健康成长的无比
关心与关爱，相信我市青少年儿童
在不久的将来就能够享受到更为优
质的公益普惠性青少年校外教育活
动服务。”采访中，宁波市青少年宫
负责人兴奋地说。

根据方案，青少年宫东部新馆项
目位于鄞州区中山东路 1999号宁波
市文化广场内，建设内容包括对文化
广场1号楼、2号楼进行装修改造，具
体包括室内装修、配套安装工程、数
字化工程、建筑立面改造等内容。

项目总改造面积约为 21600 平
方米，其中 2号楼原文化广场艺术培
训中心约 12900 平方米，1 号楼育乐
湾 1- 4 层 约 8700 平 方 米 ，计 划 在
2021年完成竣工验收并交付使用。目
前，新宫项目整体设计建设方案正在
与市开投集团积极沟通协调中。

据了解，目前宁波市青少年宫
处于城市西部，因此新宫选址在东
部新城，可以有效覆盖原江东、鄞
州、镇海、奉化等区域，还可以在东
部新城中与商业、文化设施进行有
效配合，能够辅助东部新城凝聚人
气，形成文化、商业效应，促进经济
与社会协同发展。

在场馆建筑上，要考虑青少年
的身心特点，符合青少年审美要求，
尽量做到人性化、实用性。同时，全
面考虑未成年人心理、生理的特点，
注重青少年儿童参与社会活动的渐
进性、安全性等特殊因素，突出专用
性、实用性，充分考虑综合性。

在场馆功能上，市青少年宫新
宫将是智慧化、体验式的集教育活
动、科技体育、劳动实践、文化艺术、
社团活动、公益服务、成长体验及国
际交流等多种功能于一体的国内先
进的现代化综合性校外活动阵地，
不仅要有效满足我市广大青少年儿
童不断增长的求知欲、好奇心和各
类兴趣爱好的培养需求，更要成为
我市未成年人开展思想道德建设工
作的重要阵地和展示我市青少年全
面快乐健康成长的重要窗口。

具体来说，新馆的初步功能包
括红色主题教育、科技创新中心、劳
动实践教育基地、儿童综合运动馆、
对外文化交流中心、团队志愿综合
服务、青少年权益保护及各类多功
能厅、梦想剧场、排练厅、舞蹈厅、音
乐表演、书画艺术、国学文化等青少
年兴趣爱好培养的各类活动室及功
能用房。

“前不久在青少年宫大厅展板
上看到了新宫的规划图，作为家长
倍感欣喜，乐见其成。展板上，新宫
环境优美，设施齐全，为青少年儿童
的课外文化生活开辟了新天地。”卢
相元家长道出了不少市民的新期
待，他表示，作为家长，希望青少年
宫能将最好的校外教育给所有的青
少年儿童。

心有所信，方能致远。让我们一
起期待一个更优质的青少年宫，和
更多青少年一起携手成长，共同谱
写充满希望的未来。

念念不忘，必有回响
一个令人振奋的好消息

宁波市庆祝中国少年先锋队建队71周年主题现场活动———宁波市少先队卡通形象发布

记者 黄合 通讯员 蒉跃飞 本版图片由市青少年宫提供

1、齐修然同学家长：
“我认为新宫的投入使用不

仅仅在于面积和规模的扩大，更
重要的是提升了青少年培养教育
的品质和档次，我期待有更多的
青少年在这里‘培养兴趣、发展
特长、提高素质、厚植梦想’，
让青少年宫真正成为孩子们梦想
起飞的乐园！”

2、褚金菱同学家长：
“现在高负荷学习压力下的

孩子，在成长期中缺乏压力疏导

和逆境磨炼，建议新青少年宫的
功能设计上能增加心理咨询、减
压运动等场馆，帮助孩子们更健
康更顺利地度过青少年期。”

3、杨晨露同学家长：
“作为家长，我希望新的青

少年宫首先着眼于这是一个青少
年休闲的地方，其次是青少年们
学习艺术、学习文化的地方，是
除了学校之外的第二母校。让孩
子们开开心心地来，恋恋不舍地
走！”

心声和期待

▲ 1988
年 10 月 包 玉
刚 夫 妇 出 席
宁 波 市 青 少
年 宫 仁 仪 大
楼落成典礼

2007年7月宁波市学生艺术团弦乐团赴韩国大丘交流访问

▲2018 年
4月宁波市“红
领巾”们在余
姚横坎头村参
加“学习回信
精神 、传承红
色基因”主题
实践活动

▲宁波市青少年宫琵琶
教学基地的同学们演奏《千与千寻》

播下种子播下种子 静待花开静待花开
青少年宫即将青少年宫即将““长大长大””迈入新阶段迈入新阶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