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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陈章升 吴震
宁） 鉴于当前疫情防控形势严峻复
杂，慈溪市疫情防控领导小组研究
决定，自 11 月 21 日 0 时起，对该
市部分区域范围执行疫情防控临时
性管控措施。

据悉，11 月 21 日至 22 日，慈
溪对西至余姚界限，北至三塘江、
陆中湾江、潮塘江，东至浒崇公
路、教场山路，南至慈百路、余姚
界限的合围区域实施临时管控，人
员“只进不出”、不集聚、不串门

（民生保障和疫情防控需要除外）。
昨天傍晚，记者在位于浒山街

道浒西社区一临时性管控区域入口

处看到，居民扫码、亮出绿码后依
次进入，只进不出，秩序井然。

“从 0 时起，浒西社区有 1000
多户居民被划入临时性管控区域。
区域内的菜市场、超市、餐饮店等
都正常营业，可以保障居民的日常
生活需要。”浒西社区党委书记罗
夏芬告诉记者。

据 悉 ， 本 轮 疫 情 发 生 以 来 ，
慈 溪 建 立 覆 盖 疫 情 所 在 镇 （街
道）、社区 （村） 的网格化生活物
资保供体系，全力做好采购、运
输、配送环节衔接，全力打通临
时性管控区域居民生活物资保障

“最后一米”。

慈溪临时性管控区域
居民生活秩序井然

记者 陈青
镇海区委报道组 房晓暾
通讯员 张纯瑜

作为 2022 海丝之路文化和旅
游博览会的重要活动之一，“纪念
贺友直诞辰 100 周年中国连环画作
品邀请展”昨天在镇海开幕。宁波
帮博物馆展厅精品荟萃，展出贺友
直原作 72 幅及沈尧伊、韩硕等国
内 老 中 青 三 代 名 家 近 500 幅 连 环
画。

此次展出的作品创作手法多
样、风格各异，既是对老一辈连环画
家卓越奉献的回顾，也展现了新一
代画家在连环画创作领域的开拓与
创新。这个邀请展是汇集当代连环
画界精英精品的高水平大型展览。

汪观清、李晨、胡博综、桑麟
康、查加伍等来自全国各地的著名
画家、学术理论专家，贺友直夫人
谢慧剑、子女等家属及贺老生前部
分好友，宁波、镇海有关部门的领
导等出席了开幕式。

传承贺友直先生艺术精神
贺友直是新中国连环画发展史

上的里程碑。他留下的集优美、高
雅和功夫于一体的 《白光》《山乡
巨变》《李双双》 等经典作品，他
对于文学作品的演绎方法、诙谐风
趣的语言风格、在图像叙事的“做
戏”和“制造情节”方面的丰富创
造力、颇具个人特色的讲述方式，
为后来的连环画家提供了教科书级
的典范。他在文学与艺术这两种相

通却又不同的语境中的转换和创造
的实践经验，为连环画事业开创了
一个生机勃勃的时代。

此 次 展 出 的 《我 自 民 间 来》
《画说宁波》《生活记趣》 等 72 幅
贺友直的原作分别由上海美术馆和
宁波美术馆收藏。本次展览系列活
动在贺友直的故乡宁波举办，旨在
系统回顾先生的艺术人生，总结和
传承其艺术精神。

九十多岁高龄的谢慧剑多次感
谢宁波及各方的重视。

本次展览由中国美术家协会、
中共宁波市委宣传部主办，中国文
联美术艺术中心、中国美术家协会

连环画艺术委员会、浙江省美术家
协会、宁波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宁
波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宁波市镇
海区人民政府、宁波市北仑区人民
政府等单位共同承办。展览得到了
上海美术馆 （中华艺术宫）、宁波
美术馆等单位的支持和配合，将持
续至 12 月 25 日。

希望新世纪连环画之
路从宁波启航

“宁波人有对连环画的热爱，宁
波也想用连环画讲好宁波故事、中
国故事，我们需要这样一个阵地和

宝地发扬壮大连环画。”中国美术家
协会连环画艺委会主任李晨说，展
览是纪念活动，也是告慰活动。

“经过一段时间的低谷，最近
连环画强势回归。需求量大了，但
连环画从业人员少了。最近我们拉
动‘80 后’‘90 后’甚至‘10 后’
参与连环画的创作及学科培养。这
一次带着很多后辈的作品纪念贺先
生百年，想跟贺先生说，连环画不
仅还在，而且会越来越好。”李晨
希冀，未来重新开启一个新时代，
新世纪的连环画之路从宁波启航。

当天下午，还举行了“‘为大
众的艺术’——贺友直艺术思想研
究 暨 中 国 当 代 连 环 画 创 作 研 讨
会 ”。 研 讨 会 由 李 晨 担 任 学 术 主
持，贺友直的学生和亲友、连环画
家代表及镇海有关领导等近 30 人
参加了研讨。研讨会系统回顾、总
结了贺友直先生的艺术思想，探讨
了中国当代连环画创作实践的未来
方向。

镇海与连环画艺术发展有着深
厚渊源，曾走出过贺友直、华三川、
沈尧伊等连环画艺术大家。近年来，
镇海全面推进文化强区建设，擦亮
商帮文化、书香文化、海丝文化等地
域文化名片，引进高质量文化活动
和文化人才，连续多年举办连环画
艺术交流会，发展高素质、专业化
的连环画收藏、鉴赏、研究队伍，
筹建中国连环画主题美术馆等高品
质、综合性文化地标，努力打造中
国连环画艺术之都，奋力建设现代
化滨海大都市科创强区品质之城。

开风气之先，经典永流传
“纪念贺友直诞辰100周年中国连环画作品邀请展”开幕

展览展出的连环画作品。 （唐严 摄）

记 者 徐 欣
通讯员 朱从谷 王 阳

“我家离这儿二三百米，开车
来充电很方便⋯⋯”网约车司机张
先生每天一早就来到余姚市公共文
化中心，为自己的新能源汽车充电。

新投运的余姚市公共文化中心
共设置了 520 个停车位，其中 72 个
停车位安装了充电桩。“地下停车
场累计装了 61 台慢充充电桩，地
面停车场装了 11 台快充充电桩。”

该中心物业经理彭冲说，这些充电
桩已试运行了一段时间，最近将正
式向公众开放。

为了破解新能源汽车“充电
难”问题，余姚市政府结合“五问
五破五比五先”作风建设专项行
动，专门成立了专项治理工作领导
小组，出台专项方案，建立协调机
制，持续攻坚发力，充电桩建设按下

“快进键”。预计到今年底，余姚市公
共充电桩总数将超过 600 台。

9 月底，在余姚市全民健身中

心一号停车场，宁波特来电新能源
有限公司投资 100 万元安装 13 台快
充充电桩，预计近期可交付使用。
公司负责人薛雷江说，年底前，公
司将在余姚市新建 91 台充电桩。

余姚舜建集团组建专班，在高
铁余姚北站东侧、中医院北侧、玉
皇山公园、舜北公园东侧等 7 个地
面停车场布局 60 台充电桩，目前
已基本完成土建工程，确保在年底
前交付使用。

余姚市还在较为发达的乡镇率
先规划、选址布线，推进充电基础
设施“镇镇通”。其中，为助力横
坎头村旅游经济发展，国网余姚市
供电公司在该村停车场建设了一座
光伏棚充电站，供村民及游客的新
能源汽车充电所需。

同时，余姚市积极推进住宅小
区建设自用充电桩和公用充电桩，
加快新建居住区充电设施建设，注
重发挥市场作用推进小区充电基础
设施可持续发展，支持物业服务企
业、第三方充电服务企业等根据用
户需求及业主大会 （或业主委员
会） 授权，利用公共停车位建设相
对集中的公共充电设施。同时，对
新能源汽车充换电设施用电实行扶
持性电价政策。

在各方协力增建充电设施的基
础上，余姚市还提升数字化便民服
务能力，实现公共领域充电站、桩数
据全接入，推广浙里办“一键找桩”，
完善公用充电桩定位、运行状态、收
费标准等信息，实现信息动态监测、
滚动更新，方便车主给爱车充电。

充电桩建设按下“快进键”

余姚合力破解新能源汽车“充电难”

“五问五破五比五先”行动

本报讯（记者王博 通讯员王
朝武） 红烧带鱼、葱烤大排、芹菜
肉丝、番茄炒蛋⋯⋯昨天下午，高
新区新明街道滨江社区丁香苑小
区，居民马绪康等 6 人忙得热火朝
天。他们有的洗菜，有的择菜，还
有的掌勺，很快，端出八大盆热气
腾腾的家常菜。

受此轮疫情影响，丁香苑小区
正处于封控管理当中。“我们小区
常住人口 800 多人，其中约有 50 人
为外来租房的年轻人。”小区业委
会主任顾其杰说，考虑到这些年轻

人有的不会做饭，有的没有提前储
备食材，他和马绪康等热心居民商
议后决定为他们下厨做饭。

昨天，他们面向全体租客征集
需求清单，并向其中有需要的 40 名
租客提供免费配餐。下午 5 点半，热
气腾腾的晚餐出锅，居民吴全刚、张
金亚用盒子装好饭菜，交给街道管
控人员按照防疫规定配送给租客。

“听说我们在给租客做饭，很
多老邻居纷纷送来新鲜食材。”吴
全刚说，他们决定为小区里有需要
的租客做饭，直到小区解除封控。

为居家隔离租客做饭
他们甘当“勤务兵”

本报讯（记者徐欣 通讯员牟
家金 刘芳） 2022 年浙江省退役
军人志愿服务项目大赛近日落下帷
幕，宁波参赛的“我为烈士来寻
亲·客葬异乡英烈回家”志愿服务
项目获金奖，“红星照未来”——
花甲老兵赋能小学生爱国主义教育
志愿服务项目获银奖，“您好 老
兵”尊崇残疾退役军人志愿服务项
目获优胜奖。

据悉，参赛的 3 个志愿服务项

目，有区域特色、有军味特色，可
借 鉴 、 可 推 广 。“ 我 为 烈 士 来 寻
亲·客葬异乡英烈回家”志愿服务
项 目 ，先 后 为 1107 位 烈 士 找 到 家
人，让客葬异乡烈士回家；“红星照
未来”——花甲老兵赋能小学生爱
国主义教育志愿服务项目，把爱国
爱党种子播撒在小学生心田，确保
学习不迷航、不偏向；“您好 老兵”
尊崇残疾退役军人志愿服务项目，
着眼残疾退役军人急难愁盼问题。

荣获浙江省退役军人志愿服务项目大赛金奖

“我为烈士来寻亲”
已为1107位烈士找到家人

本报讯（记者余建文 通讯员
徐子滕） 记者从市自然资源和规划
局奉化分局获悉，柏坑水库扩容工
程淹没区耕地“进出平衡”方案
于 11 月 17 日获得省自然资源厅批
准，成为全省首个获批的水库扩
建 工 程 耕 地 “ 进 出 平 衡 ” 方 案 。
而从镇级上报到最后省级审批通
过，仅耗时 5 个工作日，创下了
新纪录。

按照国家对耕地用途管控的新
政策，水库水面 （淹没区） 实施耕
地“进出平衡”审批，而我省这方
面工作尚处于探索阶段。在柏坑水
库扩容工程项目耕地“进出平衡”
上，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奉化分局
周密筹划，在准备申报材料的同
时，积极与上级部门主动汇报、对

接，取得支持，力争“不走弯路，
以最快速度获批方案”。

奉化区柏坑水库扩容工程是国
家长三角一体化发展规划“十四
五”实施方案重大水利项目，也是
省级重点工程建设项目，估算投资
为 12.4 亿 余 元 ， 总 工 期 48 个 月 ，
已于今年 9 月底开工。工程要拆除
现有柏坑水库大坝，并在原坝址上
游约 150 米处扩容新建。扩容后的
柏 坑 水 库 总 库 容 3542 万 立 方 米 ，
兴利库容 2500 万立方米，防洪库
容 1002 万 立 方 米 ， 正 常 蓄 水 位
261.44 米。

项目建成后，将有效缓解下游
奉化主城区和宁波市区防洪压力，
提升柏坑-横山水库联合供水能
力，改善奉化主城区水生态环境。

柏坑水库在原坝址上游约150米处扩容新建

5个工作日完成
耕地“进出平衡”

柏坑水库建于上世纪70年代，风光优美，有大堰“小三峡”之誉。
（余建文 徐子滕 摄）

奉化溪口有一条古道，近几天的画面，用唐代诗人杜牧的 《山行》 的诗句“停
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来形容，非常贴切。秋冬时节，古道旁色彩斑
斓，漫山遍野的红枫与五颜六色的山景相映成趣。

这条古道叫栖霞坑古道，开凿于唐代，全长约6公里，徒步时长2小时，尽头就
是余姚唐田村。古道由石块、鹅卵石铺成，沿途溪水潺潺、鸟鸣山幽、风光秀丽。

栖霞坑古道人文气息浓厚，被誉为“唐诗之路”。据统计，在《全唐诗》收录的
2200余位诗人中，有400多位诗人游览过这条风景线。

栖霞坑古村历史悠久，已有500余年历史，2014年被列入中国传统村落名录。栖
霞坑村的主要居民，据考证是王羲之后裔世孙。

（江涛 王璐 摄）

栖霞坑古道
美成一首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