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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慈溪上林湖畔，青山环绕绿
水，绿水没过瓷片，瓷片里藏着
千年前的故事，唐代诗人陆龟蒙
笔下那句“九秋风露越窑开，夺
得千峰翠色来”，仿佛从纸上活了
过来⋯⋯

在荷花芯窑址，想象着千年前
窑火熊熊的模样；上林湖越窑博物
馆里，梳理越窑青瓷的发展脉络；
青瓷文化传承园，大师名家齐聚，
各家争鸣，回味颇深⋯⋯

在 鸣 鹤 古 镇 ， 徜 徉 在 依 山 成
街、因河成镇、镇边有寺，渔耕人
家枕河而居的曼妙风景中，你会有
一种与智者对话、与历史交流之
感，在时光隧道中深深地阅读和探

索久远的往事⋯⋯.
而这一连串的“珠玉”被一条

叫横筋线的“四好农村路”串联起
来。

横筋线(沿山精品线)是慈溪南
部沿山公路，西起横河，东至龙山
筋竹，全线长约 32.9 公里，是慈溪
公路网中的一条重要横向公路。它
串联起五磊寺的暮鼓晨钟，将杜
湖、白洋湖、灵湖、窖湖湖景藏在
路上，路旁的上林湖国家考古遗址
公园已是旅游、研学的“网红好去
处”。

横筋线沿线的村居，也统一整
改了外立面，素雅的青瓦白墙衬着
绵延青山，别是一番滋味；古色古
香的新游船，悠悠然荡在上林湖面
⋯⋯

横筋线沿线的农家乐、民宿更
是 热 热 闹 闹 ， 异 常 红 火 。“ 老 巷
子”“上林农庄”“杨梅树下”⋯⋯
一家家农家乐背靠青山，看的是悦

目之绿，卖的是乡间土菜，每逢
周末、节假日是顾客盈门。更有
店家推出杨梅宴，将慈溪杨梅与
千年秘色别致融合，神韵独具的
食器装着杨梅创意菜，令人眼前
一亮。

“这既是一条美丽之路、文化
之路，更是老百姓的致富之路。因
为横筋线串联起慈溪杨梅各主要
产区，是通往各大慈溪杨梅产区
的黄金主通道。”慈溪市交通运输
局局长徐德忠表示，“每年杨梅季
慕 名 而 来 的 市 民 和 游 客 非 常 多 ，
横 筋 线 上 车 水 马 龙 ， 人 流 如 织 ，
宛若杨梅的‘饕餮盛宴’，这对沿
线当地百姓带来的是实实在在的好
处。”

一条路串联起一带的风景，更
深深地影响着两代慈溪人。原来在
城市写字楼里做白领的匡堰镇乾炳
村村民戚军洋看到横筋线修得这么
好，家乡的农副产品这么有特色，

毅然决然地返乡做起了“创业青
年”。而今年杨梅季，倡隆村龚建
立、乾炳村戚吕刚、岗墩村胡大良
这三大村的党支部书记也开起了

“梅书记喊你免费品富硒杨梅”直
播，收到热烈反响，杨梅销量噌噌
噌地往上涨。“我们不仅有了强大
的直播流通道，还有了横筋线这条

杨梅运输大动脉，这样才能更好地
内通外连，我们也更有信心和希望
把家乡的美食销得更好。” 龚建
立喜笑颜开。

横筋线：串起慈溪珠玉风景的“宝藏公路”
沿着四好农村路看乡村振兴

慈溪横筋线古村段慈溪横筋线古村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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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习近平 7 月 7 日晚同希腊总理
米佐塔基斯通电话。

米佐塔基斯祝贺中国共产党成
立 100 周年。他表示，中国共产党
不仅改变了中国的前途命运，也改
变了世界发展的轨迹。中国成功使
数亿人摆脱贫困，这是人类进步史
上的奇迹。我相信，在习近平总书
记领导下，中国将不断取得新的伟
大成就。

习近平对此表示感谢，强调中
国共产党将同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
和人民一道，弘扬和平、发展、公
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
同价值，为世界和平和人类进步作
出更大贡献。

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正面临
百年变局和世纪疫情交织的挑战，
中国和希腊同为文明古国，都经历
过苦难辉煌的发展历程，对人类
文明进步和国际秩序变革有着相
似 理 念 。 当 前 形 势 下 ， 传 承 好 、
发展好中希关系，不仅有助于促
进疫后经济复苏，也将为完善全
球治理体系贡献古老文明应有的
智慧。双方要继续相互理解和支
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为

国际社会树立友好互信典范；深
化共建“一带一路”和中国－中
东欧国家合作，为国际社会树立
互利合作标杆，为国际社会树立文
明互鉴样板，为促进世界和平与发
展凝聚新的共识和力量。

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希全面
战略伙伴关系建立 15 周年，明年
是中希建交 50 周年。中方愿同希
方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深化传
统友谊和务实合作，推动中希关系
迈上新台阶。中欧本着相互尊重、
求同存异、开放共赢精神开展对
话，深化合作，符合双方利益，也
顺应时代潮流，希望希腊继续为此
发挥积极作用。

米佐塔基斯表示，希方高度重
视发展对华关系，希望以两国全面
战 略 伙 伴 关 系 建 立 15 周 年 为 契
机，同中方拓展经贸、旅游、绿色
发展等领域合作，加强文明对话互
鉴，共同办好双方商定的重点项
目，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大发展。
欢迎更多中国企业来希腊投资。预
祝北京冬奥会取得成功。希方支持
欧盟发展同中国的全面战略伙伴关
系，加强对话和合作。

双方还就有关地区问题交换了
意见。

记者 林旻 通讯员 房炜

近日，入选文化和旅游部“庆
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舞台艺
术精品创作工程‘百年百部’传统
精品复排计划重点扶持作品”的宁
波民族歌剧 《呦呦鹿鸣》 再次在宁
波天然舞台精彩呈现，并顺利通过
文化和旅游部“百年百部”工程专
家组验收。

这是该剧自去年 11 月底在珠
海演出后，时隔 7 个月来的第一次

“复演”。在当晚的观众席里，既有
一直关注这部歌剧的普通宁波观
众，也有来自“百年百部”工作指
导专家组的成员。在两个小时的演
出中，中国首位女性诺贝尔奖获得

者、科学家屠呦呦知行合一、知难
而上，将毕生奉献于中医药事业，
最终发现青蒿素造福全人类的真实
故事，打动了现场所有观众。

歌剧 《呦呦鹿鸣》 于 2017 年 5
月首演后，以“主旋律作品的一股
清流”受到高度赞誉，先后受邀参
加了上海国际艺术节、中国歌剧节
和国家大剧院歌剧节⋯⋯并被列入
中国文联“中国精神·中国梦”主
题文艺创作工程。浙江省第一部民
族歌剧，就这样一次一次在全国各
个城市的剧场唱响。这支超过 200
人的演出队伍，在两年的巡演中三
上北京，二进杭州、上海，足迹遍
布南京、沈阳、吉林、江西、四
川、重庆、贵州，成为宁波乃至浙
江的文化宣传队。2019 年 8 月，该
剧获得了全国第十五届精神文明建
设“五个一工程”奖。去年 10 月
底入选“百年百部”工程后，宁波

市演艺集团与宁波交响乐团结合多
方意见建议，对 《呦呦鹿鸣》 进行
了精心打磨提升。

原解放军艺术学院政委乔佩娟
已经多次看过 《呦呦鹿鸣》，但今
年再看的感受很不一样：“屠呦呦
这样一个人，我们用文艺作品展现
出来太重要了。这部戏现在所产生
的社会效果对年轻人是非常大的激
励。”

乔佩娟点赞该剧对屠呦呦人生
和个性的丰富呈现，将一个科学家
的成长、生活、乐趣一一道来，她
有爱情、有家庭、有子女、有父
母，还有许多合作者和朋友，戏写
得非常丰富。

著名词作家王晓岭第一次现场
观看 《呦呦鹿鸣》，他认为剧本的
构思非常巧妙，剧情既各自独立又
相互交融。他特别提到剧中运用了
浙江的一些民俗歌谣，非常出彩。

“两首主题歌尤其精彩，还有后面
的‘青青小草’，观众到最后还能
跟着唱。”王晓岭表示，当代人物
这么写最能成功，避免了中间很多
别的事情，我们就从情感出发，从
对中华民族的贡献出发，在选材、
音乐、表演上都非常到位，特别适
合这个年代。

“人性展示的平衡和和谐的突
破，是这部戏最大的艺术特质，也
是思想建设、主题建设的成功经验
所在。”中国音乐剧协会原副会长
王道诚表示，以咏之、郭雪为编
剧，孟卫东为作曲，廖向红为导
演，朱曼为指挥的主创团队，也是
各级领导独具慧眼的最正确的选
择，这一团队的选择，是整个民族
歌剧在舞台上得以成功实现的保
证。“我们也欣喜地看到了这部佳
作行进在中国民族歌剧健康发展道
路上的成功经验。”

《呦呦鹿鸣》通过文化和旅游部“百年百部”工程重点扶持作品验收——

甬产歌剧闪耀全国舞台
本报讯（记者周琼 通讯员任

社 李鹏） 高性能复合粉体的制备
工艺研究如何推进；高速直接调制
DFB 激光器怎样从实验品变成产
品；电动工具中锂电池的质量及使
用寿命怎样延长⋯⋯从高大上的新
材料研发、光电芯片到贴近每个人
生活的智慧医疗、家电提质，昨天
下午，全市 16 家企业张榜挂出各
自的科研需求后，来自上海交通大
学、华中科技大学等知名高校的
16 名博士后立即上台“揭榜”。这
是宁波市博士后“双百”供需对接
会上的一幕。

“平时得跑好多所高校才可能
对接上这么多的优质人才，今天不
到 1 个小时，我和小伙伴已经聊了
三四名博士，太有收获了！”在对
接会现场，乐歌科技的产品总监林
涛一脸兴奋。

这些年，通过博士后对接平台
的搭建，诸多高端人才涌入，宁波
的许多企业得到长足发展。来自市
人社局的数据显示，截至 2020 年
底，宁波已建有博士后工作站 224
家，其中国家级博士后科研工作站

53 家，主要集中在汽车制造、绿
色石化、高端装备、新材料、生物
医疗、智能家电、关键基础件等
10 多个领域。近三年宁波累计引
进 培 养 博 士 后 674 名 ， 出 站 留 甬
123 名，有 10 名博士后入选国家
级、省级人才培养工程创新类人
才。在这批博士后人才的参与下，
一批长期困扰企业跨越式发展的高
端 技 术 相 继 被 攻 克 ， 2018 年 至
今，已累计帮助企业在关键技术领
域获得发明专利授权 814 项，成功
开 发 进 口 替 代 类 技 术 及 产 品 255
个，填补省级及以上空白技术 196
项，近三年已投产或转化的成果直
接为企业新增产值 51.6 亿元，成为
推动宁波企业技术创新的生力军。

记者了解到，昨天在鄞州区进
行的这场宁波市博士后“双百”供
需对接会也是近年来全市乃至全省
规模最大的一场博士后对接活动，
来自清华大学、北京大学、日本名
古屋工业大学等世界各地 60 多家
高 校 院 所 的 260 多 名 青 年 博 士 代
表，与全市 120 余家设站单位进行
精准对接。

宁波市博士后“双百”
供需对接会举行
16名博士后当场“揭榜”

本报讯（记者张正伟 通讯员
章宇）“我行 宜 春 野 ， 四 顾 多 奇
山”。7 月 7 日至 8 日，深受宋代理
学家朱熹推崇的江西名城宜春来
甬举办旅游推介会，宁波市民 7 月
30 日至 8 月 5 日可免费游宜春明月
山。

宜春位于江西省西北部，因
“ 城 侧 有 泉 ， 莹 媚 如 春 ， 饮 之 宜
人”而得名，是秋收起义策源地，
彭德怀、滕代远等老一辈革命家在
此领导了湘鄂赣边斗争，同时拥有
花炮制作、高安采茶戏、客家山歌
等非物质文化遗产。此次向宁波市
民推出免费游优惠的明月山是国家

5A 级景区，是传说中嫦娥奔月的
地方，气候宜人，生态环境优美，
每年夏天吸引众多宁波亲子游团队
前去避暑研学。

宁波与宜春交通便捷、资源互
补，近年来文化旅游交流密切，特
别是明月山机场开通直达上海、宁
波等城市的航线后，融入长三角的
步伐加大。此次推介会还推出全国
学子“嘉游赣”——免费游江西活
动。即日起到明年 2 月，包括宁波
在内的城市学子可以享受此次优
惠。

宜春此次面向宁波，推出众多
旅游优惠活动。

江西宜春来甬推介

市民有机会免费游览明月山

本报讯（记者汤丹文） 昨日下
午，“戚家印记”戚家山文化记忆
展 举 行 了 开 展 仪 式 。 与 此 同 时 ，

“戚家军抗倭传说”作为北仑戚家
山街道蔚斗社区非物质文化遗产，
其传承基地也举行了挂牌仪式。值
得一提的是，这个记忆展由戚家山
别墅区的业主一手操办。

戚家山又名“七盘山”，这座

海拔不到 70 米的小山，却是一座
拥有丰 富 历 史 文 化 资 源 的 名 山 。
这里留有明代重臣胡宗宪，名将
戚 继 光 、 俞 大 猷 抗 击 倭 寇 的 史
迹，近代史上，更是抗英、抗法
和抗日三次镇海口海防作战的发
生地。1940 年的 7 月 17 日，日军
进犯镇海口。宁波军民在这里展
开 了 反 登 陆 作 战 ， 并 取 得 了 胜
利。这里也是解放军渡海作战攻
打舟山的集结地。20 世纪八九十
年代，戚家山建成了宁波第一个
涉外别墅小区，是宁波改革开放的
见证地。

今年年初，在戚家山别墅区热

心业主的倡议下，小区业委会开始
了此次“戚家印记”文化记忆展的
筹备工作。在现场，业委会主任王
斌斌告诉记者，200 多件展品来自
20 多位业主的收藏，除了街道文
化站补助一定的资金外，业主们出
钱出力，光是为展览做义工就有
80 多人次。

业主张胜平是一位老电影工作
者，他的红色电影海报和不同时期
电影放映机的展陈成了亮点。他告
诉记者，这些电影海报是他上百张
电影海报藏品中的一部分，都是历
史革命题材作品。他希望通过这些
海报，让后来人重拾红色的光影记

忆，同时配合当前正在进行的党史
学习教育。清代镇海载区手绘地图
以及镇海口海防营垒图等，让人回
想起这里曾经发生过的海防之战。
而民国时期婚嫁的拜帖，各个时期
用过的粮票、购物券以及老照片
等，也让人充满生活的回忆。业主
们收藏的书画、工艺作品也得到了
展示。

在开展仪式上，业主代表张
胜平表示，他们将组织戚家山文
化 研 究 会 ， 以 深 入 挖 掘 海 防 文
化。同时结合文明小区创建，力
争 把 这 里 建 成 红 色 旅 游 的 体 验
区。

小区业主办起了文化记忆展

本报讯（记者张凯凯 通讯员
高露 傅菁） 日前，江北区综合行
政执法局运用 GPS 定位技术，采
用德国进口的 PICUS 树木电阻抗
断层成像仪，对江北区 37 株古树
名木进行普查。该仪器利用弹性波
树木断层画像诊断装置对树木进行
检测分析，从而了解树干内部状
况，诊断树木现状。

“在这次检测中，我们发现慈
湖中学里的 4 株百年古银杏树中，
有 3 株树干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木质
部受损情况，其中一株树龄 424 年
的古银杏受损尤为严重。”江北区
综合行政执法局市政绿化养护中心
工作人员说。

为 了 给 古 银 杏 “ 治 病 ”， 专
家、工作人员对这株严重受损的古
银杏树进行了专项“整容修复”手
术：首先清理了树洞内的垃圾和腐
烂组织，直至露出活体组织；然后
对清理后的木质部进行杀菌消毒、
内层防腐、填充和修补处理；最后
对外层再一次进行防腐处理。

据悉，江北区综合行政执法局
工作人员将根据最新普查、修复结
果，对已建立的“一树一档”电子
档案数据库进行更新，完善在册古
树名木现状，实行计算机动态管
理。

给古树做修复“手术”

江北424岁古银杏重焕生机

工作人员在修复古树。 （张凯凯 高露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