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NINGBO DAILY3 综合 2021年12月3日 星期五
责任编辑/王 路

我是杨国柱，北京人，今年 84
岁，1979年调来宁波工作生活，在
月湖畔的梅园小区居住了 20 多
年，对家门口的月湖充满感情。

多年来，只要天气晴好，我每
天都会到月湖公园转悠一下。微
信朋友圈中，常发些吟诵月湖四
季美景和深厚人文的诗句，“月湖
公园一日一拍”则从不同角度，定
格令人目不暇接的月湖风光。

拍摄月湖始于 1998 年，当
时我从宁波外贸系统退休，拾起
了年轻时的摄影爱好，成为宁波
第 一 批 用 上 数 码 相 机 的 “ 拍
客”，还和宁波老年大学摄影研
究会、市老干部摄影协会等单位
的一些摄影爱好者组成月湖网纪
实摄影小组，应邀拍摄宁波城市

“中提升”工程，其中包括月湖
湖西区域。

20 多年来，我拍摄的月湖
照片数不胜数。这些照片中，既
有月湖公园建设前中营巷、天一
街、惠政巷、青石街、马衙街、
偃 月 街 等 街 巷 中 “72 家 房 客 ”
的市井生活，也有充满灵性的月
湖四季人文美景。

我记得，20 多年前的月湖
水域面积很小，周边是很多老宅
子，呈现破败景象，很多居民居
住在大院内，环境嘈杂脏乱。那
时，梅园小区前的三支街边有一
个工厂，后来变成菜市场，周边街
巷也逼仄。如今，我非常欣喜地看
到，这片街巷蝶变为美不胜收的
竹洲岛、月岛、花屿等，曲径通
幽处，美景倒映湖中，充满诗情
画意。

现在每天站在自家阳台上，我
能看到位于紫金巷的国保单位林
宅，这里面貌的蝶变也尽收眼底。
以前这里是南门医院的办公场所，
整个院子陈旧不堪，医院迁走后，林
宅经过整修，砖雕、木雕、石雕等得
到修复，恢复了古色古香的原貌。

除了拍摄月湖，我还非常喜欢
研读关于月湖的碑文、对联等，至
今对很多对联倒背如流——“飞雪
飞霜清影浮杯三友会，入诗入画风
神落笔七贤来”“黄花耐冷英雄气，
绿竹怀虚居士情”“南国花香人欲
醉、西楼月满梦犹沉”“漪漪绿洲生
凉意，澹澹烟波涤俗情”⋯⋯

在我看来，月湖公园的建设、
改造和升级称得上是非常成功的案
例。如今月湖公园不仅是宁波市中
心最大的公园、城市的“绿肺”，
更是一座历史文化宝库，是宁波深
厚历史文脉的缩影。月湖公园保留
了历史上文人墨客、官吏贤达等的
文脉痕迹，亭台楼阁和花草树木富
有东方园林意蕴。

每天走在月湖公园，感受这里
人文底蕴与现代风情的交相辉映，
看着这里水更清了、环境更美了、博
物馆多了，游客纷至沓来，心情无比
愉悦，这里真是老人的后花园、儿童
的游乐园、游客的博览园。

天一阁·月湖景区如今作为国
家 5A 级景区，不仅要留下宁波人
的乡愁，也要向国内外游客展示宁
波厚重的人文渊薮。我想，如果在
这里设立一座月湖记忆博物馆，这
将是留住月湖记忆完美的载体。

（记 者陈朝霞 通 讯 员蔡迪
罗世静 整理）

84岁月湖畔老住户杨国柱：

这片人文渊薮之地，改造得很成功

改造前的月湖湖西区域鸟瞰。 （杨国柱 摄）

改造前的中营巷一处宅院。 （杨国柱 摄）

我是沈一鸣，70 多岁，宁波
市摄影家协会名誉主席，曾任市摄
协主席、省摄协副主席。

我是土生土长的宁波人，以前
就住在城隍庙附近，边上能看见灵
桥、天封塔。虽然离月湖不远，但
是学生时代去得并不多。记得读中
学那会，学校组织春游，我们曾去
月湖划过船。当时宁波水系都是相
通的，水很清。

真正走进月湖，带着镜头仔细
打量她，是在 20 世纪 90 年代末，
那时宁波老城改造启动，月湖东区
动迁，不少居民要告别老墙门。对于
在老墙门长大、爱好摄影的我，不由
自主地走进月湖这些老巷子、大宅
院，去拍浙东地区最典型的老城区
居民的生活。

那是 1997 年，我还在宁波市
卫生防疫站上班，一年时间里，我
利用休息日和早晨上班前的空隙，
骑着自行车穿行在月岛、偃月街、
恵政巷等老街巷，走进袁宅、中营
巷 8 号等老墙门，用胶卷拍了上千
张月湖人家的生活情景，还印了本

《月湖人家》 的画册。后来，这些

老照片都捐给了市档案局。
我曾站在月岛袁宅大墙头前，

拍下居民早晨的生活场景。十几年
前，在北京 798 艺术区一场吴冠中
画展中，我看过 《双燕》 这幅画，
那时只是似曾相识，因为都是江南
水乡的画面。

后来我才知道大画家吴冠中就
是在这里写生，创作出名画 《双
燕》。我们的表现手法不同，吴冠
中是在湖对面看到的远景，我是在
屋前拍的近景。吴冠中是用画家写

意手法表达江南之美，我作为摄影
人，用近距离写实纪录的方式，拍下
江南枕水人家的生活记忆。

我拍月湖，喜欢拍这里的人，拍
这里的生活。月湖很有生活气息，那
时一个大院可能住着十几户人家，几
代人都在一起，家和家相连，邻居和
亲戚一样，小孩子走家串户的。住在
一起，谁家娶媳妇，谁家生孩子，大
家都知道，还在一起庆祝。夏天傍晚，
大家用井水泼到明堂的石板上降温，
晚饭后摆开藤椅竹榻，一家老小露天
纳凉，老人讲故事，孩子听故事。

月湖是宁波老城的中心，是宁波
人的宝贝，希望永远开发好、保护
好、利用好。

（记者 成良田 整理）

“老宁波”沈一鸣：1997年，我拍了上千张月湖照

1997年，月湖，守着老井的生活。 （沈一鸣 摄）

记 者 黄 合
实习生 方怡人
通讯员 项晓婷

以口罩为原材料创作的艺术装
置作品《疫后重生》、以刮刮乐彩票
和硫酸纸为原料模拟的料丝花灯作
品《百年辉煌》、以蓝晒技术为底创
作的一组作品《太阳印刷机》⋯⋯

近日，由共青团宁波市委、宁
波市教育局、少先队宁波市工作委
员会主办，宁波市青少年宫承办的
宁波市第十二届青少年视觉艺术创
意大赛优秀作品正在宁波城市展览
馆展出。

“对于孩子的素质教育，家长
们都很重视，各种类型的培训也是
从小开始轮番上阵。不过，作为这
方面的专业教师，我觉得做儿童美
育，还是需要‘留白’的思维，帮
孩子把空间给留足了。”宁波市青
少年宫相关负责人说。

留点时间，让孩子沉
浸式体验

“太阳印刷机”，这个有些诗意
的名字，是宁波海曙外国语学校美
术拓展课的十几个孩子，一起凑着
小脑瓜想出来的。

布袋、绘本、插画、手账本
⋯⋯这些都是日常中比较常见的小
物件，有了古老的蓝晒技术和天然
阳光的加持，就成了一组看上去有
些特别的创意作品。

“我们花了 2 个多月时间，在
学校的角角落落寻找‘光影’，拿
学校的植物作为素材，再根据不同
个人的爱好结合不同的材料，最后
呈现出来的作品可以说是比较丰富
的。”这组作品的指导老师施颖超
说。

“我们希望每个作品，都是孩
子们用心体验参与的结果。”大赛
的负责人、宁波市青少年宫的王月
芳表示，美育开发其实也是启发式
的教育过程，希望孩子的热情真正
被激发，而不是一名旁观者，只有

作品有温度、有情感，才会有美的
共鸣和触动，这才是美育的真正意
义所在。

走近孩子，用心倾听
他们的心声

“ 孩 子 的 作 品 或 许 比 较 朴
拙 ， 但 重 要 的 是 孩 子 们 一 起 探
索、动手、创造的过程，我们需
要给孩子的‘天马行空’一些空
间 ， 用 心 去 倾 听 他 们 的 心 声 。”
宁波市市级机关第二幼儿园副园
长陈璐说。

陈璐建议，一切的出发点还是
应该回到孩子身上。基于孩子的想
法，去做设计，去找资料，去寻找
匹配的素材。家长在过程中的角色
更多应该是陪伴者、倾听者，帮着
孩子完成整个美术体验，并建立更
加融洽的亲子关系。

对此，宁波市青少年宫教师茅
菁文深表赞同。她说，指导老师或
者家长要和孩子们走得足够近，根
据孩子的天性和学习的规律，设计
课程，而不是生产一些功利化的

“产品”。

滴水穿石，12年持
之以恒共创共育

从一开始讨论“这件作品是
不是好看”到如今讨论“如何更
好地培育孩子成长”，青少年视觉
艺 术 创 意 大 赛 的 主 题 走 过 了 12
年，主题关键词也从首届的“创
意 起 航 ” 到 了 今 年 的 “ 共 创 共
育”。

“我们虽说不是艺术学校，但
是对美术一直很重视。‘双减’之
后，体育课和美术课轮番上阵，为
孩 子 们 提 供 更 加 丰 富 多 彩 的 体
验。”施颖超说。带着孩子互动式
讨论、启发式调查、实地性调研，
也有了更多的可能。

青少年视觉艺术创意大赛见
证 了 许 多 孩 子 和 教 师 的 共 同 成
长。据悉，不少获奖的学生继续
攻读世界设计界顶尖院校的相关
专业，一批批指导教师也深受触
动，把前沿的美育理念传播到更
远的地方。

组团、探究、思考、创新

请为儿童美育开发“留点白”

本报讯 （记者陈朝霞 通讯
员周唯轶 胡东斌） 昨日，由宁波
出版社出版的 《海曙简史》 在天一
艺创街·天一汇楼首发。

《海曙简史》 以 2016 年区划调
整后的海曙境域为记述区域，概要

反映了千年来境域内政治、经济、
文化、社会生态等变迁，这是浙江
省首部区县 （市） 简明通史。

全书为简史体裁，结构上分为前
言、正文、大事记、后记等四部分，共8
章50节，约20万字，含图照百余张。

宁波出版社出版《海曙简史》

本报讯 （记者殷聪 通讯员
吴斌） 江城社区完成 20 个核酸检
测点位、福城社区完成 8 个核酸检
测点位⋯⋯昨天上午，在福明街道
开展的大规模社区核酸检测应急演
练指挥中心，大屏幕上实时跳动的
数据代表着辖区内 33 个核酸检测
点位的最新动态。通过“数字福
明”疫情防控平台的启用，福明街
道实现了基层疫情防控的信息化、
网格化以及精细化管理。这也是我
省首次在防疫领域的大数据应用。

记者在现场看到，在该平台上，
指挥员只需点点手指便可一表调出
13 个社区近 10 万居民的核酸检测
情况、一图掌控辖区内 33 个核酸检
测点位最新动态、一网打通 111 名

网格员汇报实时信息。“数字福明”
疫情防控平台应用区大数据中心统
一部署的“基层一表通”平台，通过
打通公安、住建、民政等 16 个部门
的数据，并在社区网格员的二次确
认后，准确率可超过 98%。精准的数
据为基层社区治理摸清了家底。

在防汛抗台、人大选举、计生迁
入迁出登记、入伍秋季征兵招募、劳
动力段人力调查、高龄老人排查等
应用领域，“基层一表通”平台均已
在鄞州开展试点，并初见成效。

目前，“基层一表通”平台已
贯通鄞州区 21 个镇街、213 个社
区，实现鄞州区 120 万人口、48 万
房屋数据的基础治理，实现人口数
据约 200 个信息字段的一表通查。

鄞州大数据应用
赋能基层社区精准治理

12 月 1 日起，宁波日报携
手宁波通商银行推出“我的月
湖记忆”征集活动，面向全球
重金征集新老宁波人的月湖记
忆，一张旧照、一段往事、一
缕乡愁，让我们一起来倾听月
湖的千年回响，感悟宁波的历
史文化之魅。

“月湖记忆”可以是一段
个人难忘的经历，也可以是一

张有故事的老照片，文字一般
不少于 500 字，照片要有自主
知识产权。内容请发至邮箱：
249129224@qq.com

本 次 征 集 活 动 为 期 10
天。其间，宁波日报、甬派客
户端、中国宁波网将每天择优
进行刊发。活动结束后，我们
将组织评选，对其中的一二三
等奖进行重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