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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徐欣） 昨天下
午，中共宁波市委召开我市各民主
党派、工商联负责人，无党派人士
代表和各人民团体负责人民主协商
会，就市政协换届人事安排有关事
项进行民主协商，听取意见和建
议。

受市委委托，市委常委、统战

部部长卞吉安就十六届宁波市政协
换届人事安排工作的总体要求和工
作原则、委员和常委会组成人员规
模构成、界别设置和名额、提名对
象和人选条件、任职和提名年龄界
限、港澳政协委员的安排、委员产
生程序、换届纪律以及组织领导等
事项作了说明。

市委召开民主协商会
就市政协换届人事安排有关事项征求意见

本报讯 （记者张昊） 昨天下
午，宁波市与诺丁汉市签署第二个
友好交流合作五年发展规划协议

（2021—2025），以进一步巩固并深
化两市的友好关系，引领两市未来
五年交流与合作的领域和内涵，为
两市的共同繁荣及中英地方合作持
续健康发展作出新贡献。

新的五年规划充分调动和利用
政府及民间等多方资源，共同促进
两市在政府、经贸及人文等各领域
深入开展多层次、全方位的务实合
作。

在政府层面，两市政府领导将
就共同关心的问题保持沟通；两市
国际合作部门定期进行工作交流，
共同努力争取承办中英地方合作论
坛等两国间高级别交流活动。

在经贸领域，双方支持两市企
业管理人员到对方产业园区或高校
等机构进行研修培训，推动宁波

“246”万千亿级产业集群发展目标
与英国中部引擎计划对接。加强宁
波市与诺丁汉市等英国中部引擎城
市在高端装备、新材料、生物医药
和节能环保等重点产业的对接交
流。

在人文领域，双方致力推动两
地科研机构和团队开展联合研发、
科技创新、成果转化等方面的合
作，支持英国诺丁汉大学“卓越灯
塔”计划实施建设，吸引全球顶尖
科研人才及团队来甬发展；推动两
市中小学开展友好交流与合作，争
取增加 3－5 对友好学校；支持两
市博物馆、美术馆、图书馆等文化
单位互办主题展览、学术交流等活
动；支持两市在网球、足球和乒乓
球等球类运动上开展交流与合作；
支持两市加强在疫情防控、临床救
治和公共卫生治理体系等方面信息
共享，定期互派医疗卫生人员，开
展学科研究、进修培训、医疗服务
和数字信息化建设等方面的交流与
合作。

据了解，宁波市与英国诺丁汉
市于 2005 年 9 月结为友好城市。结
好以来，两市总体关系良好，各领
域交流与合作深入开展，富有成
效。2015 年，双方市领导共同签
署了两市友好交流合作五年发展规
划协议，商定未来五年在政府、经
贸、文化和教育等领域开展具体交
流项目。

我市与诺丁汉市签署
友好交流合作新五年规划协议

本报讯 （记者张昊） 昨日下
午，副市长李关定通过远程视频会
见了英国诺丁汉市副市长萨姬达·
罗丝。

李关定说，宁波非常珍视同诺
丁汉市的友好关系。2005 年结好
以来，两市总体关系良好。2015
年，两市签署了第一个友好交流五
年规划协议。该协议为两市的友好
关系进一步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
五年来，两市在贸易投资、科技教

育、文化体育等领域的交流与合作
不断深入。昨天签署的新五年规
划协议，明确未来五年的重点交流
合作领域和任务，充分调动政府及
民间等多方资源，促进两市深入开
展高质量、高水平的友好交流与合
作。希望双方一道把握机遇，克
服疫情带来的挑战，以新的五年
计划为指导，共同努力收获更多
合作果实，为两市人民带来实实在
在的好处。

市领导视频会见英国客人

记 者 陈 青
通讯员 项聪颖 许 婧

自唐长庆元年 （821 年），时
名为“明州”的宁波，州治迁于三
江口并筑起子城，我们的城市至今
已有 1200 年了。它是“海外杂国
贾舶交至”的港口重镇，是“宴豆
四时喧画鼓”的往来繁市，是“江
桥无柱架空横”的物丰之地⋯⋯

明天起，“汇流——宁波建城
1200 年特展”将在宁波博物馆展
出，回溯宁波城市原点，展现千年
历史遗珍，为观众呈现宁波 1200
年的历史印记。

宁波博物院陈列展览部策展人
何毓峰昨天在媒体探营时介绍，此
次展览以唐明州城的区域范围，以
今天东西走向的中山路和南北走向
的解放路为界，分区域介绍历年来
宁波城市考古的重要发现，展示
1200 年 来 一 个 个 重 要 的 历 史 片
段。展览汇集了宁波博物院、宁波
市文化遗产管理研究院、天一阁博
物院等单位提供的 487 件 （套） 展
品以及 200 多张资料图片，其中包
括大量的城市考古记录资料、城市
建筑构件、陶瓷器以及宗教文化相
关展品，有不少文物为首次与观众
见面。这些展品均是宁波自上世纪
70 年 代 开 始 城 市 考 古 工 作 以 来 ，
近 50 年 40 余项考古发掘的成果。

基于城市考古学的视野，本次
展览将宁波城市分为五大空间格

局。漫步展厅，观众将会看到，唐
末作为城市行政中心的子城，以及
在子城外围修建的罗城，共同奠定
了古代宁波城市“双城并立”的空
间形态；穿过城墙，观众将会屡屡
遇到似曾相识，但又有些陌生的风
景——东南区域有比城墙还要古老
的天封塔，东北区域是和义路海运
码头，西北区域有中山广场的孔
庙，西南区域则是那些罗布在月湖
公园的遗址遗迹。在展览中，空间
剥落了现代城市的面容，露出的是
千百年前的样貌。

展品中有大量的陶瓷器，它们

多为海上丝绸之路的国际贸易品。
其中元永丰库遗址出土的越窑、龙
泉窑、景德镇窑、磁州窑瓷器等，
为宋元时期江南和中原地区代表性
的瓷器，这不仅说明宁波本地瓷器
制造业的发达，更证明了宁波作为

“东南门户，南北要冲”，是全国瓷
器对海外销售的集散地，其海上丝
绸之路与中国大运河的港口城市重
要地位不言而喻。

天封塔地宫发掘的文物展示板
块引人瞩目，这是天封塔出土文物

“集体亮相”，不少文物为首次与观
众见面。天封塔是古代宁波城内最

高的建筑，而在它的第一层地宫中，
则发现了大量宋元时期珍贵的佛教
文化遗存。本次展览中有精美绝伦
的“绍兴十四年”铭银塔、“天封塔地
宫殿”铭银殿，以及凝结着当时高超
工艺水平的佛像和佛教用品等。

宁波因其特殊的地缘和政治地
位，成为东亚各国与中国进行经济
与文化交流的门户城市，其兴盛的
佛教文化也一并传到了日韩等国，
展览中提到的宝云寺、延庆寺正是
明州佛教文化对外交流的见证。

本 展 览 将 持 续 至 明 年 3 月 8
日。

回溯城市原点 展现千年遗珍

宁波建城1200年特展明起开展

◀唐越窑青釉瓷荷叶带托
茶盏。 （陈青 摄）

▲“绍兴十四年”铭银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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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是一段令人难忘的经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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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信请留下电话号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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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初来宁波的时候，徜徉月
湖，有一种惊艳的感觉。她圆处如
满月，狭长处似眉月，而且，曲径
通幽，处处亭台水榭，精致而有韵
味。只是，那时候的我非常懵懂，
曾好奇地看那一半“浸”在水中的
亭子和碑（水则碑），不知道是做
什么用的。路过贺秘监祠，听说是
纪念贺知章的，心想这贺知章怎
么跟宁波扯上关系呢？

那一年，正好遇上月湖庵（历
史上的湖心寺）的拆建风波。文保
人士竭力要“保”，新的市政规划
是要“拆”，一直有争议，一直在协
调。由此，还惊动了省内外的媒
体，惊动了著名史学家毛昭晰先
生，惊动了日本研究《牡丹灯记》
的学者。《牡丹灯记》为钱塘（杭州
旧称）才子瞿佑《剪灯新话》里的
作品。其实，不过是一个普通的人
鬼相恋后被道人囚押的故事，却
因为有镇明岭、月湖湖心寺和四
明山等宁波元素，还有就是那个
矛盾的主题和悲剧性的结尾，几
分惊悚，几分凄美，让人颇为惆
怅、颇为纠结。《牡丹灯记》随着船
只传到了日本、朝鲜、越南等地。
日本的民众非常喜欢，还用本国
元素进行移植。这也折射出宁波

这个运河城市、海丝古港对外文
化交流、传播的盛况。因此，我对
月湖庵一直很关注，曾向王介堂、
龚国荣等老师询问，听他们讲月
湖庵保护的来龙去脉，可谓波澜
迭起、费尽周折。

我对月湖的兴趣，对宁波地
域文化的兴趣，就被这盏“牡丹
灯”点燃。2012 年，我们学校编著
出版乡土教材《宁波历史文化读
本》，虽然我负责的是“农耕文化”
这一章，但通读全书，把宁波历史
文化系统地梳理了一遍。其中，

“藏书文化”“教育文化”“学术文
化”等章节均涉及月湖。月湖，历
史上书院林立，藏书楼星罗棋布，
名流聚集，是景观之湖、水利之
湖，更是书香、文化、学术之湖。

今年是宁波三江口城址落成
1200 年，我和孙武军老师合著出
版了《走读宁波》一书。从八千多
年前的井头山遗址到新时代的东
方大港，用散文的笔调把重要的
历史人文书写了一遍，其中的“宋
代”章节里，月湖是绝对的亮点。
如今，天一阁·月湖景区二期提升
工程基本完工，吴冠中《双燕》图
中的景观原生风貌已再现，大家
都很欣喜。文物，承载着历史，传

承着文化。历史文化的遗存彰显的
是一个城市文明的厚度。我们要做
好以文促旅，保护和开发兼顾的文
章。王介堂老师曾说过：“我们一介
平民，不为名，不为利，只是想把老

祖宗留下的东西保护好。”我想，保
护很重要，宣传也很重要。我愿意为
宁波历史文化的传播尽些绵薄之
力，尤其是月湖文化。

（作者系海曙区作家协会主席）

赵淑萍：致力于传播月湖文化

月湖庵。 （龚国荣 摄）

记 者 周 琼
通讯员 王晋燕
实习生 方怡人

从出身普通的农村少年，到技
校学徒，再到首届宁波技能大赛的
冠 军 。“ 要 学 到 东 西 ， 要 做 好 事
情。”这正是夏厦精密制造股份有
限公司职工、宁波技能大赛数控铣
类金牌选手胡长林一路坚持、触摸
成功的秘诀。

对每一道工序都烂熟于心

“毕业后的第一份工作，干了
一段时间，总觉得学不到东西。”

经过再三考虑，胡长林跳槽来到夏
厦精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在这
里，他一干就是 7 年。

进厂的前两年，胡长林做过铣
工，也当过车工。在车间里，不管
什么脏活累活，他都抢着做，车间
里的其他人都叫他“拼命三郎”。
经过两年的摸爬滚打，对车间里的
每一道工序都烂熟于心。胡长林感
谢那两年自己的沉淀，更感谢公司
给他的多岗位锻炼和培训的机会。

“我记得很清楚，当时，我们经理
一直跟我说，你不要光看眼前的岗
位，还要学会多思考和摸索。”胡
长林说。

多学习、多思考，就是这样，
胡长林沿着生产线上上下下的环
节，并通过企业“伊水涌劳模工匠
工作室”的培训对接，硬是把自己

打 磨 成 了 车 间 里 的 “ 万 能 师
傅”——既懂常规产品报价、也会
工艺排版；既能编程，也能调刀调
设备，技术、生产两条线并行向
前。

“万能师傅”的美好生活

作为公司年青一代的技术骨
干，胡长林一直坚守在生产一线，
不仅积累了丰富的实操经验，也练
就了一身肯吃苦、爱钻研、不服输
的劲儿。他不仅是技术部的“核心
骨干”，也是生产线实习生的“万
能师傅”。

1998 年出生的梅剑和当年的
胡长林一样，曾经“觉得学不到东
西”是他最大的困惑。面对性格偏
内向、不善言辞的梅剑，胡长林没

有太多的说教。他将赛场当作讲
台，带领梅剑一起参加技能大赛。

在备赛的两个月里，师徒俩
除了保质保量完成产线任务，还
针对着比赛中可能遇到的各种技
术难题不断钻研。8 个小时的比赛
时间，有不少参赛团队甚至没能
按时完成任务，但胡长林带着梅
剑在 3 个小时内完美完成了所有比
赛任务，并凭借出色的表现摘得金
牌。

“如今，正是我们这样的技术
工人最好的时代。”在胡长林的口
中，对于未来，他满心憧憬，“在
这里，能感受到企业对于我们技工
的重视，政府部门也给我们提供各
种技术提升的平台。7 年前，我一
个人来到这里，现在，我在宁波已
经有房、有车、有家。”

“执着专注、精益求精、一丝
不苟、追求卓越，我相信，一切的
美好都能用双手创造出来。”胡长
林说。

用工匠的手创造美好生活
技能，让生活更美好

为有效提升公民法治意识和法治素养，弘扬宪法精神，杭州湾新区税
务局近日组织开展了形式多样的普法宣传活动，在大力普及宪法知识的同
时，将税收宣传融入其中，营造浓厚法治氛围。图为该局税务人员在购物
广场进行普法宣传。 （董娜 林丽檬 摄）

“税务蓝”为普法宣传增亮色

本报讯（记者黄银凤）“江南
可采莲，莲叶何田田”“鹅鹅鹅，
曲项向天歌”⋯⋯奶声奶气的童音
吟诵着一首首优美的古诗，把人心
都萌化了。这是前天举行的中国首
届“童诗大会”宁波江北赛区选拔
赛作品朗诵会上的场景，来自江北
区 的 100 多 名 4- 10 周 岁 的 小 朋
友，相继走上舞台，一展风采。

用眼睛发现诗歌之美，用心去
体会诗歌之妙，用声音展示诗歌之
韵。“童诗大会”是中国诗歌协会基
于国家“双减”政策为指导，制订的
针对全国范围内少年儿童的“诗歌
创作+朗诵表演”工程，旨在促进少
年儿童对诗歌的热爱，构建诗歌的

美学、德育、艺术学习交流空间，带
领孩子一起走进诗歌的世界。

本 次 活 动 的 评 委 阵 容 强 大 ，
“曹灿杯”青少年朗诵大赛评委、
浙江广电集团民生资讯广播 《996
教育圈》 制片人李琳，浙江传媒大
学培训学院语言艺术测评老师、中
国蓝朗诵盛典评委刘润兰等专业老
师对每一名参与展示的选手进行了
现场点评。

“千年的诗句，穿越时空，浸
润着一代又一代人的心灵，这是我
们的财富，也是我们的根。”刘润
兰说，本次活动的举办，让更多的
孩子了解到了我们中国传统文化的
博大精深。

中国首届“童诗大会”来甬找苗子

百名儿童吟诵优美古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