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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林旻 通讯员房
炜） 为致敬“人民音乐家”，传承
红色基因，国家大剧院与宁波市演
艺集团联合制作了原创当代舞剧

《冼星海》。12 月 16 日至 22 日，该
剧将亮相国家大剧院戏剧场。

昨天上午，《冼星海》 在国家
大剧院排练厅举办了新闻发布会。
国家大剧院副院长赵铁春，宁波市
演艺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林红，
总导演肖向荣、编剧许锐等主创主
演悉数亮相，介绍了该剧的制作亮
点和创排初衷。

从音乐家到革命家，冼星海穷
其一生，矢志不渝、赤忱报国，以
独具中国气派的不朽作品，为中华
民族留下了宝贵的艺术财富。一曲

《黄河大合唱》 更是鼓舞士气、振

奋精神，成为中华民族时代最强
音。他将个人追求与民族命运紧密
相连，在国家危难之际用催人奋进
的乐章救国，充分彰显了共产党员
信仰坚定、赤诚报国的光辉形象。
战乱时代、艰苦生活，冼星海的一
生都在斗争，他百折不挠、志存高
远，用实际行动诠释了对祖国的热
爱、对音乐的执着、对革命的热
血。

值得一提的是，这是两大机构
继第十轮舞剧 《天路》 后的又一次
成功合作，也是双方共同出品、联
合制作的首部原创作品。从今年 9
月初开始，宁波市歌舞剧院的 50
多位演员一直在位于北京通州的国
家大剧院台湖舞美艺术中心封闭式
排练，12 月 7 日上午正式转入国家

大剧院合成。
发布会上，国家大剧院副院长

赵铁春表示：“国家大剧院与宁波
市演艺集团策划推出原创当代舞剧

《冼星海》，一方面，是以精品力作
向人民音乐家致以崇高敬意；另一
方面，希望通过这部作品引领更多
年轻人感受峥嵘岁月中的青春热
血，将红色基因代代相传。”

宁波市演艺集团党委书记、董
事长林红对此次深度合作充满了期
待：“ 《冼星海》 整合了全国顶尖
艺术创作资源，它的成功创排、出
品是央地实现深度合作的重要标
志，同时也是地方艺术团体创作国
内一流作品，走进国内一线剧场，
走上全国乃至世界舞台的一种新的
探索和尝试。”林红表示，宁波市

演艺集团将继续肩负起国有文艺院
团的担当使命，整合艺术资源，和
国家大剧院一起共同锻造舞台精品
生产的硬核力量，激发国有文艺
院团的生机活力，创排出更多的
更为丰富的舞台艺术精品，不断
满足人民群众向往美好生活的精
神需求。

当代舞剧 《冼星海》 由众多一
线艺术家联袂打造，首轮演出主要
角色将由魏伸洲、李宇、王金格、
何将、孙锐 （特邀舞蹈家）、颜涵
懿等青年舞者及宁波市歌舞剧院首
席演员夏天、王钰、王政等分饰，
并由宁波市歌舞剧院担任舞蹈班
底。舞者们将以满腔赤忱和超强舞
蹈功底，动情演绎“人民音乐家”
冼星海的炽热人生。

国家大剧院与宁波市演艺集团联合制作的原创当代舞剧

《冼星海》新闻发布会在京举行

自 1970 年秋我从部队调到
宁 波 市 区 工 作 ， 至 今 50 多 年
了。几易宿舍于惠政巷、烟雨
楼、呼童街，都在月湖边上，钟
灵毓秀如诗似画的月湖，给了我
一抹情系母亲湖的色彩。

不知多少个清晨、傍晩，我
悠悠地漫步在湖畔，一边领略着
月湖三堤七桥、十洲胜景的独特
魅力，一边默默进行自己喜爱的
诗歌创作。在我创作的上千首诗
歌 中 ， 以 月 湖 为 题 的 歌 词 有 9
首。

这 些 歌 词 有 《我 和 月 湖》
《月湖藏着一个弯月亮》《城市的
眼睛》《月湖荷池》《日湖月湖》

《湖边的轮椅慢慢地推》《月湖
船》《月湖桥》《心驰神往的地
方》 等，其中 《城市的眼睛》 刊
登在国家级刊物 《歌曲》 上。

1997 年 9 月，海曙区文化馆
举行“月湖征歌”活动，我创作
的 《月湖藏着一个弯月亮》（施
王伟曲、孔繁国曲各一首） 和

《我和月湖》（施王伟曲） 获得了
优秀创作奖。

月湖是美丽的。抬头见香樟
银杏一片翠绿，低头看春光湖水
一碧微澜。“杜鹃花开港城游，
我和月湖情悠悠，几多清秀，几
多纯真，甜甜的微笑心中留。”
（《我和月湖》） 月湖拥有“浙

东水乡特色，江南园林风格，历
史文化内涵。”精英荟萃，书香
缭 绕 ， 有 写 不 尽 的 文 明 诗 篇 。

“飞彩的诗城，迷人的长廊，把
古今的爱涌成心海波浪。”“追月
的亭阁，戏月的画舫，将太多的

美写成经典诗行。”（《心驰神往的
地方》）

近年，月湖列入“宁波天一阁
月湖五 A 国家级景区”，月湖的自
然美、园艺美、历史美更上了一层
楼。

今年，我正在创作 《月湖桥》
《心驰神往的地方》 两首歌。大家
都来写月湖吧！让月湖成为宁波城
市的眼睛，闪烁出宁波作为名城、
港城、商城的绚丽光芒。

（作者系中国音乐家协会会员）

俞广德：我为月湖写心中的歌

图为月湖雪景 （资料图片）。 （叶晓波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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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讯（记者陈章升 慈溪市
委报道组张天叶 通讯员王丽） 近
日，由宁波市政务服务办、慈溪市
政务服务办与宁波市标准化研究院
共同研究起草的 《公共服务事项管
理和服务提供规范》（慈溪） 发布
并正式实施。

目前，《规范》 正在慈溪市行
政服务中心及分中心实施。下一
步，慈溪将在相关部门单位、各镇

（街道） 便民服务中心等全面推广
这一地方技术性规范。

根据事项类型，《规范》 明确
公共服务事项从申请到办结的服务
流程，细化咨询、受理、审查、办
结、送达各环节受理标准，优化网
上、掌上、自助服务，推进网上审
批和在线办事渠道，明确规定移动
端、网上端、自助端公共服务事项
办理流程。“以前，市民查询护照

有效期时，由于相关流程细节没有
上网公布，经常要打电话向行政服
务中心工作人员咨询。”慈溪市政
务服务办相关负责人说，《规范》
实施后，市民登录相关网站，可根
据公布后的流程按步骤进行查询。

《规范》实施后，不仅填补了慈
溪公共服务领域相关空白，也方便
群众、企业办事。在网络（掌上）服务
方面，该规范对预约服务、网上申请

服务、审查和办结等流程进行明晰。
在审查和办结方面，服务人员须对
服务对象信息及服务申请材料进行
后台审查，并将受理结果、查询方式
以信息化的方式推送给服务对象；
可全流程网上办理的事项，应将办
件结果以信息化的形式送达，或通
过快递送达、在线下载打印等送达；
需要现场办理的事项，应通知服务
对象携带相关材料到现场办理等。

慈溪公共服务事项受理有了统一标准

本报讯（记者孙吉晶 实习生
顾奕君） 记者昨日从市农机畜牧中
心获悉，农业农村部近日发布第
498 号公告，由宁波市奉化区奥纪
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浙江省农业
科学院、宁波市农机畜牧中心等
单 位 联 合 发 现 并 培 育 的 奉 化 水
鸭，被国家畜禽遗传资源委员会
鉴定为国家畜禽遗传资源，并被
录入名录加以保护。这是我市第
一个发现并培育的“国字号”家
禽遗传新资源。

奉化水鸭，又称凫，俗名野鸭
子或野鸭、水鸭，是一种水鸟。20
世纪以来，随着绿头野鸭、西湖野
鸭等其他鸭品种性能的提高，导致
生产性能和驯化程度低的奉化水鸭
数量锐减，为保护该种群，2008
年以来，奥纪公司在奉化各乡镇收
购水鸭，并在近海港湾抓捕水鸭，
收集到 300 余只。

在收集原始素材的基础上，该

公司联合省农科院、市农机畜牧中
心等单位历时 10 年开展群体继代
提纯复壮和资源保护工作，建立
保种群，掌握模仿野生水鸭栖息
地环境的驯化设施工艺与技术参
数，同时开展奉化水鸭产蛋规律
和产蛋性能、屠宰性能和蛋品品
质研究，为品种选育、提高遗传
潜力奠定基础。2017 年，奉化水
鸭被列入浙江省畜禽遗传资源保护
名录。

目前，奉化水鸭核心群母鸭存
栏 250 只、公鸭存栏 300 只，扩繁
群 2600 只，生产群 8800 只。

据介绍，与家鸭相比，奉化水
鸭优点在于抗病力强，养殖过程中
极少使用抗生素，体型较小，野性
强，翅膀强健，飞翔能力强，能从
陆地起飞，还能从水面直接起飞。
其所产蛋蛋壳为独一无二的枯草黄
色，蛋清晶莹剔透、蛋白洁白光
亮，营养价值明显高于家鸭蛋。

奉化水鸭成为
“国字号”家禽遗传新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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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张昊） 市统计局
日前组织开展了“我为群众办实
事、我为企业解难题、我为基层减
负担”专题实践活动满意度电话
调查。结果显示，超 6 成公众知
晓“党史学习教育活动”，手机是
获取知识和学习的主要途径，超 9
成的公众对党史学习教育引导党
员干部转变作风充满信心。公众
高 度 认 可 “ 三 为 ” 专 题 实 践 活
动，总体满意率达 96.1%。调查同
时发现，公众希望今后“我为群
众办实事”的着力点主要集中在医
疗卫生、教育和食品药品安全方
面。

此 次 调 查 共 获 得 成 功 样 本
2500 个，涵盖 10 个区县 （市） 不
同性格、年龄、政治面貌、文化程
度及职业等的调查对象，具有较强
的广泛性和代表性。其中，城镇居
民 和 农 村 居 民 分 别 占 63.1% 和
36.9% ；群 众 占 比 最 高 ，为 69.6% ，
中共党员占 18.2%、民主党派 （含
无党派人士） 占 6.0%、共青团员
占 6.2%。

从年龄构成看，30 岁至 39 周
岁受访者人数最多，占 32.5%；其
次 为 40 岁 至 49 周 岁 群 体 ， 占
26.0%；从文化程度看，此次受访
者多数为高中学历及以上，其中本
科占 23.2%，大专占 19.1%，高中

（中专） 占 23.2%，硕士及以上占
2.5%，合计达 68.0%。

从职业分布情况看，此次受访
者主要集中在企业，占 44.8%；个
体商贩占 11.1%；机关、事业单位
工作人员占 8.1%。

调查结果显示,“党史学习教
育活动”公众知晓率达 65.8%。其
中，中共党员的知晓率近 100%，
群众的知晓率为 58.5%。手机是最
主要的了解途径，其次依次是互联
网、电视及宣传标语等。

公众对当前我市“三为”专题
实践活动满意率评价较高，总体满
意率达 96.1%。其中，对为民办实
事情况、重点群众关爱活动、生产
生活环境和党史学习教育的认知情
况 的 评 价 分 别 为 96.9% 、 96.8% 、
96.5%和 94.3%。

调查结果显示，公众对学习党
史教育进一步引导党员干部转变作
风的信心率高达 93.1%，但同时也
希望“我为群众办实事”的着力点
主要集中在医疗卫生、教育和食品
药品安全方面，选择占比分别为
15.9%、15.0%和 13.1%。

与此同时，市统计局还专门针
对基层干部开展了满意度调查。结
果显示，基层干部对当前我市“三
为”专题实践活动满意率评价较
高，总体满意率达 99.6%，超 9 成
干部认为工作权责清晰，但同时认
为基层“考核频繁”和“指尖任务
多”，希望这些问题可以得到有效
解决。

我市“三为”实践满意度
调查结果揭晓
总体满意率达96.1%

本报讯（记者蒋炜宁 通讯员
徐鸿鑫 蔡荣） 昨日，在宁海县梅
林街道敬老院的院子里，30 多名
老人认真听“小老师”上课。这些

“小老师”是宁海县梅林中心小学
的学生。他们用方言给老人们带来
一堂特殊的劳动课。

“爷爷奶奶好，我们学校有一
个菌菇房，我们在里面种植了各种
菌菇。最近，菌菇房又有了新的收
获。你们看，这是猴头菇，这是香
菇，这是⋯⋯”405 班的俞昕妍同
学率先开讲，热情地向老人们介绍
了学校菌菇房的概况，手中一一展
示这些菌菇。

“今年，我们梅小菌菇房的银耳

大丰收，我们的孩子亲自用食堂的大
锅炖了银耳汤，请爷爷奶奶一起分享
我们的劳动成果吧。”梅林小学副校
长李玲玲老师抬出了一大桶银耳汤
并盛放在小杯中，一一捧给老人们，
对于行走不便的老人，由孩子们把银
耳汤端送到榻前。“好吃，甜的，很
糯。”一位奶奶笑着对身边的爷爷说。

据悉，宁海县梅林中心小学早
在 6 年前就开始打造特色劳动教
育，校园内有一个农场和三个菌菇
房，校外还有劳动实践基地，每个
班级都有责任田，学生们在老师的
带领下种时令蔬菜，养各种类型的
菌菇，做到人人会劳动，人人爱劳
动，形成了浓郁的劳动教育氛围。

宁海一敬老院里来了一群“小老师”

【上接第1版①】
改革到了今天，剩下的都是难

啃的“硬骨头”。要坚持“有多大
担当才能干多大事业，尽多大责任
才会有多大成就”，全力以赴破解制
约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均衡、高品质
生活、高效能治理的痛点、堵点、
卡点问题，在爬坡过坎、攻坚克难
中建功立业。要强化“一棒接着一
棒跑”的觉悟，对那些久拖未决的
历史遗留问题，要以“钉钉子”精
神扭住不放、一抓到底，决不能

“新官不理旧账”。
“十指弹钢琴”是十分重要的

工作方法。既要坚持重点论，也要
坚持“两点论”，统筹协调好各方

面的工作和力量，防止顾此失彼、
挂一漏万。特别是统筹发展与安全
至关重要，须臾不能忘记，丝毫不
能麻痹。要增强忧患意识、树牢底
线思维，注重防范化解重大风险，
不断提高见微知著的洞察能力、追
根溯源的研判能力、精准拆弹的处
置能力，切实把矛盾风险处置在
早、消除在小、化解在基层，始终
守牢安全底线。

总之，广大党员干部要主动到
“大海里去游泳”，打起“十二分”
精神，付出“百分百”努力，跑出

“满油门”的加速度，创造无愧于
组织、无愧于人民、无愧于自己的
一流业绩。

【紧接第1版②】 还可以针对“急难
愁盼”类问题进行反馈，反映一键通
达、过程可追踪、结果可查询。

泗洲头镇墩岙村是象山县村民
说事的起源地之一。墩岙村党支部
书记鲍英钱说：“通过村民说事，
全村上下齐心协力把环境搞好了，
后来又拓展了‘新乡贤说事’等新
平台，探索村民参与、乡贤参事的
新模式，社会治理效能正在不断提
升。”这些创新做法，最大程度凝
聚共识，最大范围集聚智慧，干群
一起画出发展“最大同心圆”。

治理与服务并举，提升精细治
理“幸福感”。全国文明村谢家路
村，因“小板凳工作法”闻名遐
迩。如今，谢家路村再升级，推出

“智慧板凳”系统，探索乡村智慧
服务新模式。通过“指尖驿站”，
群众只要上传图片、音频、文字
等，即可一键报忧喜、谈看法、提
意见，党员干部一键反馈解难题，
确保党员联户更便捷快速。

在谢家路数字乡村服务中心，
村民可以一站式办结户口迁移、建
房审批、医保、社保、老年证办理

等 100 余项农村高频次事项。另一
边的村民客厅，则是接受村民投诉
和反映情况、小板凳说事亭反馈等
各类事项并进行分类处理的地方，
整个过程全部采用数字化方式进
行，极大地提高了办事效率。截至
目前，谢家路村数字乡村服务中
心、村民客厅累计办理各类涉农民
生 事 项 5475 件 ， 服 务 接 待 村 民
7300 人次，群众满意度达 98%。

未来乡村是共建共享共富的
“实景化”呈现，将有力推动共同
富裕从宏观到微观落地。宁波坚持
党建统领，一村一方案，迭代建设
未来邻里、智慧、治理等九大场
景，打造都市乡村、田园城市的标
杆样板。全市已启动建设省级未来
乡村试点 14 个、市级试点 27 个，

“十四五”期间，宁波将建成未来
乡村 100 个以上，形成一批可复制
推广的典型经验和实践成果。

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
制度，唱响共富“协奏曲”，不断
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
全感，宁波正加快绘就新时代美丽
乡村新图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