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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是一块具有光荣革命传统
的红色热土，早在 1925 年初，宁
波就建立了第一个党支部——中共
宁波支部，由此点燃了四明大地的
革命之火。

为了把红色资源运用好，把红
色基因传承好，我市检察机关结合
党史学习教育，积极发挥检察职
能，主动探索红色资源保护的“宁
波模式”。

据统计，截至 6 月 20 日，全市
检察机关共立案办理守护红色军事
文 化 史 迹 行 政 公 益 诉 讼 案 件 34
件，58 处红色军事文化史迹因此得
到了保护。

摸清“底数”
找准监督方向

“ 个 别 革 命 遗 迹 维 护 有 待 加
强 ”“ 有 些 革 命 遗 迹 周 边 环 境 杂
乱”⋯⋯

今年清明节前夕，伴随着祭奠
英烈高峰期的来临，余姚检察院检
察官在“村检通”平台上收到了群
众反映的问题。

守护“红色根脉”，检察机关
义不容辞。于是，围绕本地英雄烈
士纪念设施、革命遗迹、党史胜迹
等，余姚检察院开展了“守护红色
军事文化史迹”行政公益诉讼专项
行动，深入 18 个红色资源相对较
多的街道 （乡镇） 进行现场勘查，
比对革命遗址、纪念设施、烈士墓
等红色史迹 81 处，重点对红色资
源保护现状、职能部门履职等情况
进行调查排摸。

今 年 以 来 ， 结 合 党 史 学 习 教
育，我市检察机关积极探索实践，
以 公 益 诉 讼 之 名 守 护 “ 红 色 根
脉”，及时部署全市检察机关开展
专项行动。

“通过排摸，我们主要发现两
个问题。”市检察院第六检察部副
主任丁巧尔介绍，一是红色军事文

化史迹监督管理涉及退役军人事务
局、文化广电旅游局、自然资源和
规划局、属地街道 （乡镇） 等多个
部门，因主要职能和职责范围不
同，造成统计在册的红色军事文化
史迹名录不太一致，内容也不尽相
同；二是有一些零散纪念设施、烈
士故居、革命遗址等存在破损、年
久失修的情况，有些纪念设施周边

环境杂乱，破坏了红色史迹庄严、
肃穆、清净的保护环境和氛围。

摸清“底数”，也就找准了检
察监督的方向。宁波两级检察机关
安排专人分批次、分片区，采用实
地调研查看、仔细比对史料等方
式，逐步摸清了辖区红色军事文化
史迹的数量和保护现状。据初步统
计，宁波市现存红色军事文化史迹

600 余处，其中烈士故居 31 处、散
葬烈士墓 166 处、烈士陵园 20 处、
革命遗址 273 处、纪念碑等纪念设
施 81 处。

据 此 ， 我 市 10 个 区 县 （市）
检察院均制作了红色史迹保护目录
清单，对保护等级、存在问题等进
行逐项注明，为后续开展公益保护
打下了基础、指明了方向。

探索方法
破解保护难题

“底数”摸清后，如何切实推动
整改、加强日常管理？

“建议督促有关单位，及时更正
网络上发布的个别烈士纪念点的错
误信息”“建议对纪念设施周边环境
加强日常维护”“建议对个别纪念设
施及时修缮并加强维护”⋯⋯

针对红色军事文化史迹保护中
存在的问题，全市检察机关及时立
案办理行政公益诉讼案件，向相关
部门和单位送达检察建议，并就烈
士姓名和荣誉保护、革命遗址修缮
维护等具体问题提出检察建议，督
促整改落实。

截至目前，全市检察机关共就
此问题发出行政诉前程序检察建议
34 份，督促职能部门加强对红色史
迹的修缮维护和日常管理。

不仅如此，我市两级检察机关
还积极通过召开磋商会等形式，共
谋红色资源长效保护之策。

今年 5 月 28 日，在象山县检察
院内，来自县退役军人事务局、县文
广体育局及各街道（乡镇）的相关负
责人召开了一场特殊的磋商会。

“要借助网络媒体加强宣传，形
成浓厚的保护氛围；要统一修缮标
准，坚持以旧修旧、维持原貌；要联
合形成长效保护机制。”

“红色军事文化史迹保护，面临
人手和资金投入两方面的不足。建
议将该项工作纳入考核，并增加配
套资金。”

“要突出红色史迹的历史文化
意义，采取措施提升红色资源的群
众认知度。”

⋯⋯
就如何加强红色军事文化史迹

保护，与会人员积极建言献策。
这样的磋商会，在我市各基层

检察院轮番举行，并以会议纪要形
式确定商讨成果，推动形成长效保
护机制，共同破解红色史迹保护难
题。

“通过召开磋商会，研判问题、
凝聚共识、研究举措，从个案监督到
制度监督，我们积极以法治形式破
解红色资源保护利用难题，也推动形
成了红色军事文化史迹保护合力。”
市检察院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

积极挖掘
盘活红色资源

检察建议，推动了对红色资源
的保护。

今年 5 月 14 日，慈溪检察院向
慈溪市文广体育局公开送达了诉前
检察建议，该局高度重视，及时采取
有效措施，对当地的抗战碉堡群开
展修缮保护。目前，龙山碉堡群中部
分碉堡存在的搭建临时建筑、被随
意堆放垃圾、被圈进私宅等问题已
得到彻底整改、恢复原貌；对遭受工
程施工破坏的碉堡，通过物理隔离
方式将其与道路隔断，以防被进一
步损坏。

红色资源修缮维护后，如何让
其鲜活起来？

慈溪检察院从充分挖掘革命文
物功能价值入手，建议督促相关职
能部门研究发布红色史迹旅游线
路，编制宣讲手册，深化革命文物的
价值传播，全面激发革命文物传承
活力，在慈溪市掀起了革命主题教
育的热潮。

海曙区文广体育局在认真落实
海曙检察院检察建议的同时，发布
了 10 条“曙色初心 红色信仰”海
曙红色旅游线路，组织创作或参与
创 作 了《建 岙 妈 妈》《党 章 守 护 者
——张人亚》等红色话剧，拍摄了梅
园革命事迹陈列馆等革命文物短视
频，并探索推出线上“云游”革命文
物服务，以多种形式提升革命文物
资源利用水平，传承红色文化、弘扬
爱国精神。

镇海区检察院就办案中发现的
土地资源利用开发方面存在的工作
衔接不畅、机制不完善等管理漏洞，
发出了 3 份社会治理类检察建议，
从机制上盘活红色资源。

“主动拉长‘办案线’，做好红色
军事文化史迹保护‘后半篇’，助推

‘运用好红色资源、传承好红色基
因’，是宁波检察机关以公益诉讼保
护红色史迹的重要举措，更是对‘切
实发挥好革命文物在党史学习教育
中的重要作用’的积极助力。”市检
察院相关负责人说。

立案34件，推动保护58处，我市检察机关积极探索红色资源保护新模式——

以公益诉讼之名守护“红色根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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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惠兰 杨燚锋

原 创 舞 剧 《花 木 兰》 点 燃 现
场、越剧 《梁祝》 引发共鸣、舞蹈

《十里红妆》 展现江南风情⋯⋯在
刚刚落幕的第 17 届中国海峡旅游
博览会上，来自宁波的文化元素频
频展现主宾市的用心，也让热爱音
乐和文艺的厦门人点赞。

音乐是一座城市文化皇冠上的
明珠，正如纽约有百老汇、奥地利
有维也纳，此次甬厦相会，音乐也
成为共续情谊的话题。宁波的音乐
起源可以追溯至 7000 年前的河姆
渡，厦门是名副其实的“音乐之
城 ”。 厦 门 有 “ 钢 琴 之 岛 ” 鼓 浪
屿，宁波则制造了中国第一架立式
钢琴、三角钢琴；厦门有“钢琴
人”胡友义，宁波有“钢琴奶奶”
莫志蔚；享誉世界的艺术家郑小瑛
组建了厦门爱乐乐团，中央音乐学
院院长、宁波交响乐团艺术指导兼
首席指挥俞峰教授则是郑小瑛的学
生⋯⋯

走进新时代，宁波与厦门两座
滨海大都市，不约而同地选择“音
乐+旅游”，开启“诗路交响”新篇
章，通过文旅融合新模式，展示

“音乐之城”的底蕴与自信。

在厦门，音乐融入生
活日常

在 厦 门 ， 音 乐 的 元 素 无 处 不
在：环岛路上，音乐广场以大海为
背景，每到傍晚，人们来到这里散
步，聆听海浪的天籁之音和艺人的
演绎；“鼓浪屿之波”雕塑，是目
前世界上“最长的五线谱音乐雕
塑”；在靠近环岛路的一侧，第四
届世界合唱比赛文化墙，是游客必

打卡的地方。
而真正代表厦门“音乐之城”

的，自然是有着“琴岛”之称的鼓
浪屿。在这座 1.83 平方公里的小岛
上，不但有钢琴博物馆、风琴博物
馆，还有音乐学校。登上鼓浪屿，
漫步在任意一条小道上，时不时就
会听见悦耳的钢琴声、悠扬的小提
琴声或轻快的吉他声。音乐与海浪
声、汽笛声以及游客的欢笑声交融
在一起，就连波光粼粼的海面也随
声起舞，宛若流动的音符。

傍 晚 的 鼓 浪 屿 ， 暑 气 渐 渐 消
散，漫步在扑朔迷离的长巷里，总
是能与“家庭音乐会”不期而遇。
三三两两的居民围坐在一起，用手
中的乐器弹奏着充满海岛风情的轻
快旋律。“弹琴是爱好，也是我们
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有观众会弹，
没观众也是一样弹。”一名当地人
告诉记者。

“家庭音乐会”是鼓浪屿居民
最寻常的生活方式，也是岛上富有
特色的传统文化。月光下，浪涛拍
打着礁石，发出“咕隆、咕隆”的
声音；棕榈树下，鼓浪屿人即兴弹
唱，拨弄着跳动的音符，让游客流
连忘返⋯⋯

800公里外的“乐声相和”

许 多 人 听 说 过 商 界 “ 宁 波
帮”，其实在音乐界，“宁波帮”同
样名声在外。

作为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活
化 石 ”， 宁 波 拥 有 深 厚 的 音 乐 底
蕴，最早的音乐元素可以追溯至
7000 年前的河姆渡文化，此处出土
了迄今为止中国最早的埙以及骨哨
等原始社会时期的乐器。

从古代到近代，宁波一共涌现
了 60 余位在国际舞台上叱咤风云

的音乐家。在中国音乐史、乐器史
上，宁波创造了 60 多项全国“第
一”或“唯一”，比如第一位留学
欧洲、学习声乐的歌唱家赵梅伯，
第一位在世界声乐大赛中获大奖的
女高音歌唱家胡晓平。

此外，宁波人在中国新音乐的
物质 （乐器） 基础建设方面也走在
全国前列，全方位主导了我国以钢
琴为支柱的乐器制造产业，涌现了
海伦钢琴、大丰实业、音王集团等
一批知名企业。

“音乐宁波帮”的身影几乎遍

布音乐全领域，更为可贵的是，他
们家乡情结浓厚，深怀“帮宁波”
心愿。从美国归来的洪腾教授，自
掏腰包帮助家乡搞音乐活动；上海
音乐学院前院长江明惇先生“只要
家乡有号召，我可以放下手中的任
何事情”；“音乐宁波帮”第三代朱傲
文用音乐完成“寻根之旅”；作为宁
波交响乐团的“灵魂”，俞峰为宁波
交响乐团的发展亲力亲为⋯⋯

如今，搭乘城市推广的快车，
音 乐 为 文 旅 融 合 拓 宽 想 象 空 间 ，

“海丝特色”不断扩大“宁波好故

事”的传播力——宁波交响乐团亮
相国家大剧院，在全国各地奏响特
色“音乐党课”；合唱团等群众音
乐团体连续多次获得国家级奖项；
青瓷瓯乐团等民间传统音乐社团风
生水起。

音乐+旅游，讲好“宁
波故事”

在厦门，音乐无疑是最能引起
共鸣的一种文化表达，也是快速拉

近宁波与厦门距离的情感催化剂。
在这次旅博会上，“宁波故事”之
所以个个成“爆款”，富有地方特
色的音乐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我家有枝好牡丹，梁兄你要
摘也不难⋯⋯”一身粉衣，轻盈飘
逸，宁波小百花带来的 《梁祝》，
让厦门人记住了梁祝故事的发源
地；“千工床、万工轿、十里红嫁
妆⋯⋯”简约版 《十里红妆》 在旅
博会上情景再现，勾起了不少厦门
市民对宁波的向往⋯⋯

“宁波音乐历史悠久，人才储
备富足，而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和
中国大运河南端唯一入海口这两张
世界级文化 IP，又让‘海丝音乐’
成为打响‘顺着运河来看海’文化
旅游品牌的新招牌。”市文化广电
旅游局相关负责人表示，要进一步
挖掘和打造具有鲜明特色的海丝音
乐，使之成为与海丝文化、海天佛
国、海湾风情和海鲜美味齐名的文
化旅游新产品。

在宁波，不管是在高雅的音乐
厅，还是在人来人往的公共场所，
公共钢琴随处可见。“公共钢琴能
成为音乐爱好者展示才华的舞台，
同时也能让匆匆过客放慢脚步，体
验宁波与众不同的格调和品位。”
正如“钢琴奶奶”莫志蔚的心愿一
样，近年来，宁波十分重视音乐文
化的发展，2016 年启动书香之城、
影视之城、音乐之城、创意之城建
设，音乐会、歌唱会、钢琴大赛等
文艺活动风生水起，音乐产业蓬勃
发展，音乐氛围越来越浓。目前，
国家音乐产业基地、大树音乐、圣
大音乐、灯塔音乐等一批从事音乐
内容制作的企业和团队纷纷落户，
一座音乐氛围浓郁、音乐机构与人
才集聚和音乐产业结构优化的城市
正在加速崛起。

从宁波到厦门，一路“琴声”与“鼓浪”相随

音乐+旅游：奏响“诗路交响”新乐章

《花木兰》片段《铜镜舞》。 （廖惠兰 杨燚锋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