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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黄银凤 通讯员
何华军） 2022 年度“浙江考古重要
发现”评选结果昨日公布，宁波奉
化顾家庄遗址入选。“浙江考古重
要发现”每年评选一次，在业界一
向有“浙江考古奥斯卡”的美誉。

顾家庄遗址位于宁波市奉化区
方桥街道原顾家庄村北部。今年 7
月至 12 月，宁波市文化遗产管理
研究院联合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

心、奉化区文物保护管理所等单
位，对遗址西区开展了 1900 平方
米的抢救性考古发掘，发现了墓
葬、干栏式建筑、土台、房址、灰
坑 、 灰 沟 等 遗 迹 58 处 ， 出 土 了
陶、瓷、玉、石、木等遗物 400 余
件。遗址主体年代为河姆渡文化四
期至钱山漾文化时期。

其中，河姆渡文化四期 （距今
5600 年至 5300 年） 墓地是本次考

古的重要发现。该墓地共发现墓葬
12 处，大多位于土台之上及其周
围，墓葬为长方形竖穴浅坑墓，仰
身直肢葬，头向东，葬具为独木
棺。随葬品均位于脚端，陶豆和小
陶釜为随葬品的标配，部分见有陶
罐、石钺等。

河姆渡文化四期墓地的部分墓
葬形制保存非常好，反映了这一时
期河姆渡先民对丧葬文化的理解，

对于认识河姆渡文化晚期葬俗和墓
葬形制演变有着重要的研究价值。

钱山漾文化 （距今 4500 年至
4100 年） 遗存是本次考古的又一
重要发现。以往，钱山漾文化遗存
在宁波地区史前遗址中较为罕见，
顾家庄遗址钱山漾文化层叠压在良
渚 晚 期 文 化 层 （距 今 4900 年 至
4500 年） 之上，对于完善宁波地
区考古学文化序列很有意义。

2022“浙江考古奥斯卡”揭晓

奉化顾家庄遗址上榜

钱山漾文化弧背鱼鳍形鼎足。 （通讯员供图）河姆渡文化四期遗物。

本报讯（记者廖惠兰 通讯员
陈可伟） 宁波市第三届新故事创作
大赛获奖名单昨日揭晓，陈效平创
作的 《闪光的玉佩》 等 10 件作品
获 得 2022 宁 波 市 “ 年 度 十 佳 故
事”奖，费莹创作的 《迷雾大牛
山》 等 25 件作品获得“年度优秀
故事”奖，宁海县民间文艺家协会

等 5 家单位获得优秀组织奖。
据了解，宁波市第三届新故事

创作大赛自今年 3 月启动以来，收
到各地参赛作品近 500 件。经省市
专家评选，最终评选出 2022 宁波
市“年度十佳故事”奖和“年度优
秀故事”奖共 35 件。

宁波市民间文艺家协会相关

负 责 人 介 绍 ， 今 年 的 获 奖 作 品 ，
围绕宁波高质量建设共同富裕示
范 区 的 新 亮 点 、 好 举 措 等 主 题 ，
以 宁 波 不 断 提 升 居 民 幸 福 指 数 、
逐步实现共同富裕过程中涌现出
来的好人物、好故事、好经验为
题材，生动展示了宁波人民蓬勃
向上、开拓奋进的精神风貌和时

代风采。
以本届新故事创作大赛获奖作

品为主体，宁波市民间文艺家协会
联合宁波市故事专委会主编的新故
事作品集 《同心共富》 新书昨日同
步发布。该书共收录了宁波本土作
家创作的新故事作品 55 件。除了
本届新故事创作大赛获奖的 35 件
作品外，还包括省第四届民间故事
会获奖作品及首届全国乡村故事会
征文等省级以上故事作品大赛中的
获奖作品，新故事作品集基本涵盖
了 2022 年度宁波本土故事创作的
主要成果。

2022宁波市“年度十佳故事”奖揭晓

讲述共富路上的宁波故事

本报讯（记者余建文 通讯员
景士杰）“千年辉映 奉化有名”
奉化地名文化展本月 16 日在奉化
博物馆揭幕。展览以奉化的县江、
剡江、东江和滨海港湾地名为主
线，展现奉化千年古邑璀璨的山
川，历史悠久的古镇、古村、古迹
和文化精髓，带参观者走进一条穿
越古今的地名“时光隧道”。

“奉化”之名始于唐开元 26 年
（公元 738 年），至今已有 1200 多年
历史。地名的变化是历史脉络的记
录，背后则是文化的变迁和人们内
心情感的承载。

“ 百 年 路 10 号 ”“ 秧 田 弄 31
号”⋯⋯展厅里，一块块蓝色老
门牌锈迹斑斑，代表着已经远去
的 一 条 条 老 弄 堂 、 一 个 个 旧 阊

门。展览主办方还搜集了“大桥
镇 ”“ 牌 门 村 ”“ 和 尚 漕 ”“ 荷 花
心”等已经消失的地名，简述其
变化历史。

展览会上，通过 VR 和数字孪
生全息投影等新技术，参观者沿着
地名连接起的“长河”，“走进”一
个个古镇、古村，沉浸式感受奉化
千年古邑的魅力。

这次展览还汇集了奉化区域内
的 一 些 有 趣 地 名 ， 比 如 “ 燕 子
窠 ”“ 老 鼠 山 ”“ 黄 蛇 湾 ”“ 豺 狗
岩”等动物地名，以及从“一苇
庵”“二房墙弄”“三江口”到“十
脚 路 ”“ 百 花 岭 ”“ 千 丈 岩 ”“ 万
寿路”的数字地名，别有特色。

奉化区民政局副局长邬国通
介绍，奉化是今年全省首批“地
名文化服务与文化建设试点”之
一，举办此次地名文化展，旨在
展示奉化地名文化建设成果和试
点创新内容，深入挖掘地名文化
资源。

当天，奉邑地名文化研究中心
同时宣告成立。

这场地名文化展
带你走进奉邑千年变迁之河

本报讯（记者廖惠兰） 由中央
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民政部推出的大
型地名文化节目 《中国地名大会》
第三季前晚开播，登台亮相的 50
名“地名达人”中，李文国来自宁
波。

“我们浙江作为文化大省，这
次有 6 名选手入围，我代表宁波参
赛。这档节目是一堂妙趣横生的地
名文化通识教育课，有机会站在这
样的舞台上，我感到很荣幸。”李

文国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记者了解到，李文国来自海曙

区 文 物 管 理 所 ， 也 是 宁 波 唯 一
“杀”入这场比赛的选手。

记者观看该节目后，发现题目
很考验选手的知识储备水平。比如
地名文化题的第二题为“很多地名
以与山河的相对位置关系作为命名
方式，请在以下几组地名中选出现
今仍符合这种规律的一组地名。”答
案有“山东山西”“鸡东鸡西”“肥东

肥西”“广东广西”。这道方位地名
题曾经难倒了无数的江苏考生，节
目现场答对的选手也屈指可数。在
该题公布正确答案后，记者注意到，
节目组给了李文国一个镜头。

“这道题我答对了。我们蓝队
25 名选手，只有 2 人答对。”李文
国介绍，第一期自己的答题正确率
大概有 90%。如此强大的知识储备
量，与李文国的工作、生活爱好息
息相关。“我是地名文化爱好者，

工作也是跟文物打交道，前后从事
文物保护工作有 16 年。”

据了解，《中国地名大会》第三
季以地名知识为载体，从地理、历
史、语言、文学、民俗等各个角度，全
方位展现中华大地的万千风貌。

“有一期我抓住了单独发言的
机会，也借此宣传了我们宁波。希
望让更多人到宁波看看，感受宁波
历史文化的魅力。”李文国透露，
12 期节目中，宁波元素也有不少。

《中国地名大会》第三季开播

宁波“地名达人”亮相

本报讯 （记者廖惠兰） 12 月
16 日，甬籍著名指挥家、中国电
影音乐奠基人之一姚关荣的骨灰落
葬暨“音乐‘宁波帮’纪念园”开
园仪式在宁波同泰嘉陵举行。记者
从宁波大学音乐“宁波帮”研究中
心了解到，姚关荣是第一位“叶落
归根”的音乐“宁波帮”人士。

仪式上，姚关荣之子姚迈捐赠
了父亲生前的部分作品手稿、工作
笔记、指挥棒、燕尾服、获奖证书
等珍贵遗物。

“从小就知道阿拉是宁波人，
老家就在现在的北仑大碶。我父亲
平常说一口石骨铁硬的宁波话，所
以我的话里也掺杂了宁波口音。父
亲生前多次交代一定要把这些物件

捐赠给家乡，今天我终于完成了他
的遗愿。”从加拿大赶来的姚迈说。

姚关荣是宁波籍音乐家的杰出
代表，为中国电影音乐事业作出了
开创性贡献，与尹升山、王永吉并
称为“中国电影音乐指挥三杰”。
他不仅多次应邀参加音乐“宁波
帮”活动，为“音乐之城”建设提
出了许多宝贵意见。

据悉，“音乐‘宁波帮’纪念
园”是专门为宁波籍音乐家打造的
陵园，筹建于 2017 年。也是继同
泰嘉陵“浙东抗战老兵园”“甬籍
院士陵”之后兴建的又一处人文主
题园，是甬籍名人“归根工程”的
重要组成部分，这里将安放音乐

“宁波帮”的故土深情。

甬籍音乐家姚关荣魂归故里

本报讯（记者黄银凤 通讯员
陈莹） 前天下午，“浙里甬有 千
年宋韵”天一讲堂浙大宋学名家系
列第 9 场讲座在甬图直播间如期开
讲，讲题为“宋画、宋韵与 《宋画
全集》 ”，由浙江大学中国古代书
画研究中心副主任、《宋画全集》
副主编金晓明主讲。

金晓明高度评价了宋元时期的
宁波佛教绘画：“宁波作为海上丝
绸之路的重要港口，在宋代已经有
相当规模了。当时的宁波已是东南
佛国，对日本文化的发展也产生了
很大影响。”

这场讲座为该系列的最后一
场。自今年 4 月 23 日世界读书日

“浙里甬有 千年宋韵”天一讲堂
浙大宋学名家系列推出以来，总播

放量已超过 20 万人次。
系列讲座主题丰富，兼顾不同

的学科，如文学、历史、艺术考古等；
讲座主讲嘉宾人选的选定方面，主
要是浙江大学宋学研究中心长期从
事宋代文学、历史、哲学、文献、艺术
等不同领域研究的专家。讲座内容
涵盖宋词、宋代士大夫的生活、宋代
佛教、宋代官场、宋朝宫廷政治、宋
代书画、宋代民俗等，还涉及与宁波
相关的宋代历史文化研究等。

“讲座旨在更好地弘扬宋韵文
化与宋学文化精神，发掘宋韵文化
的精神价值，让千年宋韵‘流动’
在更多人心间，让书香宁波成为具
有辨识度的文化名片，让宋韵文化
源远流长。”宁波图书馆馆长徐益
波说。

天一讲堂浙大宋学名家系列讲座收官

20万人次点播感受宋韵

本报讯（记者林海） 记者从宁
波二少体获悉，2022 年全国女子
拳击冠军赛本月 16 日在海南白沙
落下帷幕。宁波市省队联办拳击队
发挥出色，获得 1 金 4 铜和 4 个第
五名，其中徐邹芳获得 48 公斤级
冠军，陈鑫丽、俞诗华、孙玲玲、
叶金分别获得 50 公斤级、52 公斤
级、57 公斤级、75 公斤级铜牌。

出生于 2003 年的徐邹芳，2019

年 4 月由杭州陈经纶体校输送至宁
波市体工队，正式开始拳击专业
训练。据主教练魏洪波介绍，徐
邹芳今年不满 20 岁，这是她第一
次参加成年级别的大赛，顺利拿下
了自己的第一枚全国成年比赛金
牌。

本次比赛设有 11 个级别，来
自全国的 27 支代表队的 109 名运动
员参赛。

全国女子拳击冠军赛落幕

宁波市省队联办拳击队
获1金4铜

昨晚，由中共凉山州委、凉山
州人民政府主办的“甬凉协作 山
海为盟”2022 宁波·凉山周民族
文艺晚会在甬举行。晚会现场，甬
凉两地领导及市民代表共同点燃极
具彝族特色的三锅庄火把，宣告首
届宁波·凉山周正式启动。

彝族是崇尚火的民族，火把饱
含着彝族人对生活的期盼和对未来
的祝福。火塘之火，常年不熄，象
征着宁波与凉山两地，又多了一个
增进共鸣、共促合作的纽带，是两
地友谊长存、生生不息的象征。

（记者 唐严 摄）

畅享彝族
文化盛宴

本报讯（记者林海 通讯员范
晓磊） 2022 梅山湾铁人三项赛暨
小勇士铁人骑跑两项赛日前在北仑
梅山湾举行，吸引了 160 名铁人三
项运动爱好者参加角逐，其中成年
组 100 人、小勇士铁人组 60 人，这
也是铁人三项赛 2019 年后首次回
归梅山湾。

根据冬季气候情况，组委会对
比赛项目进行了调整，取消了游泳
赛段，比赛项目设置改为划骑跑铁
人三项赛、骑跑两项和小勇士铁人
骑跑两项赛。其中划骑跑铁人三项
赛 总 距 离 26.5 公 里 ， 划 艇 1.5 公
里、自行车 20 公里、跑步 5 公里。
成年组骑跑铁人两项赛总距离 27.5
公里，沙滩跑 2.5 公里、自行车 20
公里、跑步 5 公里。小勇士铁人骑

跑两项赛总距离分别为 4.3 公里和
8.1 公里，比赛项目包括划艇、自
行车和跑步。

经过角逐，邵启荣以 1 小时 6
分 15 秒的成绩夺得男子划骑跑铁
人三项赛冠军，周雪芹以 1 小时 17
分 28 秒的成绩获得女子划骑跑铁
人三项赛第一名。王珠宝以 1 小时
2 分 13 秒的成绩获得男子骑跑铁人
两项赛大师组冠军，郭聪以 1 小时
2 分 09 秒的成绩夺得男子骑跑铁人
两项赛精英组第一名。王君以 1 小
时 09 分 40 秒的成绩获女子骑跑组
冠军。

小铁人方面，刘慎远和郑诗雯
成为 U8 组男女冠军，陈思远和胡
乐妍成为 U10 组男女冠军，王茁
宁则是 U13 组男子冠军。

160名“铁人”奋战北仑梅山湾

【紧接第1版①】 既为参与者构筑
了社交平台，也通过媒体的传播，
成为地域历史文化和城市形象的展
示窗口。

“一场马拉松赛，可以展示一
个城市的文化底蕴。”中国马拉松
大满贯形象大使李小白说。湖心
堤 上 ， 跑 者 身 着 五 颜 六 色 的 服
装 ， 奋 力 向 前 奔 跑 ， 远 远 望 去 ，
犹如一条彩带。这是东钱湖核心
区域第一次出现在马拉松赛的直
播画面中。

陶公岛、湖心堤、南宋石刻公
园及王安石庙、福泉山等诸多景
点，跑者在奔跑中感受钱湖之美，
在奔跑中领略宋韵文化的魅力，好
似一道移动的风景。“第一次来宁
波跑马，感觉这里的风景很漂亮，
天气也很好。”一位家在台州临海

的跑者说。东钱湖的景色很美，不
过后半段有一些上下坡，对跑者还
是有一定难度的。“湖边阵风比较
大，不过一路跑来，没有看到跑者
退赛，说明大家为这次挑战做足了
准备”。

一场马拉松赛就是一个系统工
程，主办方需要面对天气变化等
诸多因素的挑战。在本次马拉松
赛的赛道旁边，设有若干可供跑
友休息取暖的房车，就是一个生
动的细节，说明组委会为广大参
赛者提供的后勤保障是多么周密
细致。

一场持续 6 小时的跑步嘉年华
结束了，大家一起期待，明年的甬马
会带来更多的精彩。“以后如果能在
三江口、天一阁旁边跑马拉松，那就
更完美了。”李子成这样说。

【上接第1版②】
该工坊首批核心基地面积有

400 多亩，总投资 500 多万元。目
前 累 计 带 动 固 定 就 业 农 户 30 名

（其中低收入农户 5 户）、季节性临
时工 50 多名。

“共富工坊不仅直接吸纳一部
分当地农户就近就业，提高他们的
收入，还通过品牌包装让农产品在
销售上更有优势，获得更高收益。

我相信，在共富工坊的带动下，村
民的日子必将更上一层楼。”大港
头镇相关负责人说。

“三关六码头”实业有限公司
负责人表示，将继续深入全省各地
的名优农特产区做市场调研，在拓
展纯正的食材产地和文化源头的同
时，希望通过品牌带动，发掘“非
遗文化”资源，为浙江山区 26 县
的共同富裕添砖加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