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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上午，海曙区鄞江镇建岙
村又迎来了一批游客。在战火纷飞
的年代，这个位于深山岙中的村
庄，是浙东革命根据地和三五支队
活动的核心地带，如今被誉为“红
色堡垒村”。

在志愿者的指引下，徐先生和
朋友们来到了刚修缮的抗日战争坚
持斗争人民会议遗址，重温峥嵘岁
月。他们在天井中的四方桌边坐
下，身穿粗布上衣的“建岙妈妈”
们热情地奉上了茶水，还让“老
孙”给大家拉上了耳熟能详的小曲
儿。游客们闲聊着小憩，突然院门
被撞开，平静的气氛顿时紧张起
来，只见几名村民挑着一担担粮食
进了门⋯⋯没过多久，门外传来了

整齐有力的脚步声、马蹄声，宪兵
队进了门⋯⋯宁波首部红色实景话
剧 《建岙妈妈》 的首演就此拉开了
帷幕。

《建岙妈妈》 是由中共海曙区
委宣传部、海曙区文化和广电旅游
体育局、中共鄞江镇党委联合出
品，宁波市话剧团 （海曙区话剧中
心） 创排的一部实景话剧，由宁波
市演艺集团青年编剧马凌姗和上海
芒盒影视传媒工作室编剧党政担任
编剧，宁波市话剧团副团长林勇、
导 演 陈 霞 执 导 ， 是 宁 波 市 文 联
2021 年 度 文 艺 创 作 重 点 扶 持 项
目。该剧就地拾起建岙村的红色资
源，以抗战时期遗留下来的旧址为
舞台，演绎了“建岙妈妈”钟仁美
的感人故事。

抗日战争时期，宁波城区至四
明山区一带相继被日寇占领，建岙
村村妇钟仁美的家成了党的地下工

作秘密联络站和革命同志养伤的秘
密阵地。1943 年 10 月，国民党贺
铖芳部在东岙抢粮，三五支队粮食
缺乏，共产党员陈晓云、王文涛为
给支队筹集粮食，拦截了敌军运过
毛岙古道的军粮。以钟仁美为代表
的“建岙妈妈”们与敌人斗智斗
勇，掩护参与夺粮的地下革命工作
者，冒着生命危险，筑起了坚实的
红色堡垒⋯⋯

“太不可思议了，在几十年后
的和平年代居然可以这样的方式

‘亲身’经历抗日战争时期的惊心
动魄，让我们的思想和心灵进行了
一次洗涤，这样的红色教育比教科
书更让人感同身受⋯⋯”“没想到
我也客串了一回演员，成了剧中
人。演员们张力十足的表演太震撼
了⋯⋯”演出现场，该剧独特的演
绎方式给观众们留下了深刻印象。

宁波市演艺集团总经理林红表

示，红色实景话剧 《建岙妈妈》 再
现了革命年代建岙百姓爱党拥军的
赤胆忠心和鱼水深情，很多人知道

“建岙妈妈”钟仁美，用这样立体
的方式来深度解读英雄故事和英雄
精神，更让人觉得酣畅淋漓，这是
我们集团大胆创新的成果，也为今
后的创作发展探索了方向。

海曙区委宣传部相关负责人表
示，《建岙妈妈》 是海曙区创新开
展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创排情景
式红色宣讲的一次探索与实践，接
下来，计划在鄞江镇常态化开展

《建岙妈妈》 实景话剧演出，同时
与梅园革命史迹陈列馆、“建岙妈
妈”故居遗址等红色阵地串联起
来，不断丰富红色游线的形式内
涵。海曙区也将进一步挖掘本土红
色资源，增强党史学习教育的吸引
力和感染力，生动讲述好海曙红色
故事。

宁波首部红色实景话剧

《建岙妈妈》在“红色堡垒村”首演

为了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北仑市政公用设施管理服务
中心提前谋划，于 5月初制定方案，
用 15万株花卉为城市穿上节日“盛
装”，总面积达3000平方米。

此次花卉绿雕采用了孔雀草、
彩叶草、鸡冠花、夏堇、大花海
棠、蓝雪花等 10 余种花卉，布置

了三角梅、龙血树、亮晶女真、变
叶木等 800 盆彩叶苗、耐阴植物，
营造出鲜艳而葱茏的视觉效果。

在北仑区政府南门广场，层层

叠叠的花卉围绕着“伟大的中国共
产党万岁”几个大字，红色的党旗
背靠着葱郁的绿植，展现出共产党
人坚定的奋斗精神，在阳光下熠熠

生辉。
类似这样以“七一建党百年”

为主题的花卉绿雕点位在北仑还有
5 处，分别在北仑高速收费站路
口、黄山路疏港高架路口、北仑区
档案馆门口、中心公园和黄山路体
艺中心广场。

（张凯凯 吕芸儿 摄）

穿上“盛装”迎七一

本报讯（记者黄程 通讯员陆
巍 王国海） 近日，“光辉岁月”
时装设计作品发布秀在宁波文创港
时光长廊举办，来自浙江纺织服装
职业技术学院的 22 组 67 套服装在
秀场内大放异彩，服装围绕“长
征 ”“ 红 船 精 神 ” 等 红 色 主 题 设
计，配合学生模特的演绎，为现场
观众奉上了一场视觉盛宴。

据了解，今年 2 月，浙江纺织
服装职业技术学院时装学院策划发
起“光辉岁月”时装设计大赛，学
生用一针一线，织就红色信仰，串
联起建党 100 周年的红色点滴。4
个多月的准备时间里，师生们放弃
节假日，剪裁、打版、熨烫、缝制
⋯⋯最终呈现此次发布的精良作
品。

何海飞是 《芸生》 的设计者。
她表示，红军长征是人类历史上的
伟大奇迹，她作为党员，想通过服
装 设 计 向 红 军 战 士 致 敬 ，“ 长 征
时，红军战士们大多穿着单薄，我
设计了一套能够抵御寒冷且保暖的
衣服，服装以土棕色为主色调，灰
色和红色进行点缀，同时将红军长

征路线图缝制拼接在一起，追寻红
色足迹，铭记峥嵘岁月。”

浙江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时
装 学 院 服 设 专 业 主 任 胡 贞 华 说 ，

“光辉岁月”时装设计大赛将党史
学习教育融入专业课程，学校希望
通过该活动引导学生知史爱党、知
史爱国，树立坚定不移听党话、跟
党走的理想信念，同时提高学生的
专业技能，培养学生的创新设计能
力。

本次发布秀活动的举办地文创
港区域是宁波近代工业发祥地之
一，拥有鲜明的港口工业经济特征
和港口文化独特记忆，随着时代更
迭，该区域逐渐沉寂落寞。而如
今，随着文创港开发建设的推进，
甬江北岸“工业锈带”正逐步向

“活力秀场”蝶变。
“一针一线，一砖一瓦，校地

双方承担着不同的社会职能，织就
的却是同样的红色信仰，展现的是
同样的红色传承，这也是我们邀请
学校将本次活动放在文创港举办的
初衷。”宁波市文创港开发建设中
心负责人表示。

用针线织就红色信仰

“光辉岁月”时装设计作品发布

记者 王佳

“根据目前国内外革命形势及
浙东实际斗争的需要，区党委认为
有进一步加强党报工作领导的必
要。为此，特决定将现有之 《时事
简报》 改为 《新浙东报》，并明确
决定成为区党委的机关报。”1944
年 4 月，浙东区党委作出 《关于出
版 〈新浙东报〉 与加强报纸工作的
决定》，宣布成立党报委员会，由
谭启龙、何克希、张文碧、顾德
欢、江岚等 5 人组成。

是年 4 月 13 日，《新浙东报》
第一期出版。从创刊到 1945 年 10
月 1 日终刊，共出版 231 期。市档

案馆珍藏了这份报纸，静静地向世
人述说着那段战火纷飞的岁月。

《新浙东报》 铅印，4 开 4 版，
遇有重要内容扩至 6 版或 8 版。第
一版主要刊登新华社重要电讯和中
共中央重要指示；第二版为国内新
闻，刊登各抗日根据地和抗日战场
的战讯、动态等；第三版为国际新
闻，报道国际反法西斯战争的形
势；第四版为科学文化版，辟有

《新地》《文艺周刊》 等副刊，并设
不定期的 《生产》《浙东妇女》 专
刊。遇有重要新闻，第一、二、三
版作适当调整。

《新浙东报》 遵循党中央“全
党办报”“群众办报”的指示，构
建起庞大的通讯员网络，每一名党
员 都 是 报 纸 的 通 讯 员 。《新 浙 东
报》 是浙东人民的精神食粮，更是
党与敌人进行斗争的锐利武器，为
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团结教育群众
作出很大贡献。

这份已泛黄的报纸
曾是浙东抗战的喉舌和号角

本报讯（记者林旻 通讯员陈
莹） 观展览、听党课、读经典、唱
红歌、谈心得⋯⋯前天下午，记者
从宁波图书馆了解到，该馆为全市
党员干部推出的定制化服务“走进
乔石书房”活动引起热烈反响，自
4 月以来，已吸引了来自全市 20 余
家机关事业单位、企业、学校的近
500 名党员干部报名参加。

“走进乔石书房”活动以“传
承红色基因，赓续精神血脉”为宗
旨，打造独具特色的红色文化空
间，助推全社会党史学习教育热
潮。

乔石书房以党和国家的卓越领
导人、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

长乔石同志的名字命名，位于宁波
图书馆新馆四楼，面积约 980 平方
米。

“走进乔石书房”活动推出定
制化服务开展党史学习教育，满足
不同学习团体的需求。例如参观阅
览室，由馆员介绍乔石书房典藏文
献、展品和图文展览背后的故事；
观看 《风雨任平生——乔石忆述》
纪录片，从乔石夫妇的家属、同事
等口述回忆中，更深入地了解乔石
夫妇高尚朴实的人格和感人至深的
故事。另外还有邀请党史专家进行
现场授课、观看党史学习影像或纪
录片、分享阅读体验等项目可供选
择。

为党员干部提供定制化服务

甬图新馆这个新空间很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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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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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励
江
腾
摄

）

开 栏 的 话
百年大党，风华正茂。在

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之
际，中央、省委、市委将在

“七一”集中表彰一批优秀共
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
进基层党组织。今天起，本报
将专门开设“‘两优一先’风
采录”栏目，报道他们中的

“两优一先”代表，通过宣传
先进典型事迹，激励更多人为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
梦不懈奋斗。

记者 黄合 通讯员 郑祖轩

超高的重点高校上线率、批量
考上清华北大的学生、全国顶尖水
平的办学质量——在一堆光环加持
下，创建于 1911 年的镇海中学蜚
声在外。

一所区县级中学，凭什么能够
获得这样的声誉、创造这样的传
奇？就在上个月，全国优秀共产党
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
进基层党组织拟表彰对象公示，宁
波市镇海中学党委赫然在列。

以“党建领航、红烛争辉”为
主线，践行“为党育人、为国育
才”的使命、将“红色浸润”融入
学校高质量发展全程——或许，在

这一份“红色密码”里，藏着解读
“镇中现象”的部分答案。

红色基因传承百年信仰

抗倭名将俞大猷的生祠碑、抗
击英军的清军统领裕谦以身殉国的

“泮池”、省级党史教育基地“红色
女特工”朱枫故居⋯⋯在静谧的镇
海中学校园，俯拾即是数百年风雨
留下的历史遗存，透露着这所百年
名校的精神内核。

可以说，从镇海最早的中国共
产党组织——中共镇海独立支部的
成立，到柔石、张困斋、张人亚等
一批教员校友投身革命的浪潮，为
国为民的红色基因始终是镇海中学
不变的底色。

“我们把学校里的红色基因集
中在‘红廊’里，把它作为一个党
建基地。无论是前来参观的客人，
还是本校的师生，都可以在‘红
廊’里感受红色文化、传承红色基
因。”镇海中学党委书记张咏梅说。

1993 年起，镇中党委成立业
余党校，将党史教育与素质培养相
联系、集中办学与分段授课相统
筹。据统计，平均每年有 100 多名
优秀学子踊跃报名，累计有 27 期
3000 余名学生顺利毕业，一支充
满生机与活力的学生骨干队伍，在
党组织的培育下茁壮成长。

“ 中 共 党 史 是 一 部 浴 血 奋 斗

史，更是一部中华民族奋力拼搏、
艰 难 崛 起 的 伟 大 历 史 ”“ 通 过 学
习，让我对党有了全新的认识，赋
予了我一双‘红色’的眼睛”⋯⋯
在学校党建厅，历届学生的留言情
真意切。

红色基因传承百年信仰，家国
情怀熏陶润物无声。

红色根脉涵养师德新风

“学生在，老师在”——这是
学校对于师道的传承和注脚，也是
对学生的尊重和承诺。

镇中教师中 80%是党员，他们
充分发挥先锋模范作用，每年开设
党员教师公开课 200 节以上，近 3
年有 130 人次在省级以上教学能力
评比中获奖，2 次获国家级教学成
果奖项。

外面是车水马龙也好，五光十
色也罢，但在围墙里，就是一片宁
静干净的校园。即使校外培训动辄
上百万元的年收入，镇中教师还是
坚守底线，在物质和理想之间坚定
地选择后者。

“老师自己没做过的题目不给
学生做，一样的题不重复做，不同
的学生做不同的题，这是每名镇中
老师的基本要求。”党员教师高培
圣说。据统计，镇中超过 90%的教
师，一周 5 个晚上都在学校无偿辅
导学生。

“高质量教育关键在高素质教
师，以教研组为单位的常态化听评
课、集体备课、师徒结对等做法，
发挥了党员骨干教师的引领带动作
用，也在教师间形成相互提升、共

同进步的良好氛围。”镇海中学校
长吴国平说。

办学百余年，这所底蕴深厚的
学校先后为社会各界输送了 3 万余
名优秀毕业生，培育出胡明德、许
克用、姚仁汉等一批德艺双馨的教
师，教学多项指标长期保持在全国
顶尖水平。

红色根脉涵养师德新风，以身
作则传道授业解惑。

红色教育塑造时代新人

2016 年，镇中模拟政协团队
的 《关于完善现有校园欺凌预防和
处理体系的提案》，被提交到全国
政协会议；2020 年，在浙江省抗
击新冠肺炎疫情表彰大会上，镇海
中学是全省唯一入选的中小学校抗
疫先进集体⋯⋯

在入耳入心红色教育的耳濡目
染下，镇中学子有着不一样的眼界
和格局。身处拔节孕穗的关键时
期，小小年纪的他们愿意去看、去
听、去想、去行，让“崇高”的种
子在心底生长、绽放、结果。

多年来，学校党委始终把守护
红色文化、传承红色基因作为首要
任务，持续丰富精神图谱、绵延信
仰之火，用坚定的红色信念铸造思
想堡垒，持续不断培育德才兼备的
栋梁之材。

2015 年，校友冯维一放弃美
国高薪，带着自主研发的先进技术
回乡报国；2018 年，中国科学院
院士贺贤土向母校赠书，表示自己
不忘“镇中初心”、脚踏实地，奋
战在科技强国的征途上⋯⋯

“无论走到哪，都要做一个对
社会对国家有用的人”——这句毕
业典礼上的赠言，也成为镌刻在镇
中学子心中的信条，带领他们从小
成走向世界，从平凡走向卓越。

红色教育塑造时代新人，百年
风华贡献青春力量。

百年名校的“红色密码”
——记宁波市镇海中学党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