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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厉晓杭 顾嘉
懿 通讯员房炜） 昨天，舞剧 《东
方大港》 在北京举办媒体见面会。
据悉，经过半年多的创排打磨，舞
剧《东方大港》将于 15 日、16 日在国
家大剧院迎来首演。该剧是浙江省
2022 年度舞台艺术重大主题创作
揭榜挂帅项目之一，并入选“浙江
文化艺术发展基金资助项目”。

据介绍，舞剧 《东方大港》 由
浙江省文化和旅游厅、中共宁波市
委宣传部、宁波市文化广电旅游
局、宁波市国资委共同出品，宁波
市演艺集团制作，宁波市歌舞剧
院、宁波市天然舞台舞美设计制作
有限公司演出，并得到了宁波舟山
港集团的大力支持。

从千年古港到东方大港，从原
始先民的第一声骨哨到万吨巨轮的
鸣笛远航，宁波舟山港的崛起同样
也凝聚着中华民族走向海洋、走向
开放、走向未来的力量。《东方大
港》 就是展现了大港的“硬核”力
量，该剧讲述了一群大港建设者的
热 血 青 春 和 动 人 往 事 ， 在 “ 港 、
城、人”三者紧密生动的铺叙中将
小人物的奋斗史融入大时代的发展
史，以此描绘新时代“现代化滨海

大都市”宁波“港通天下”的全新
蓝图。

“我们想通过舞台精品艺术表
达感恩之情，表现中国人自强精
神。”宁波市演艺集团党委书记、
董事长林红表示，作为一部工业题
材作品，舞剧 《东方大港》 承载了
中国式现代化的重大命题，着眼改
革开放以来港口现代化进程，体现
家国情怀、人情温暖，展示大国气
象、东方气派。我们力求通过这部
作品为历史留影、为时代壮色、为
人民讴歌，在全国乃至世界范围内
讲述宁波故事、浙江故事、中国故
事，寻求中国人自强不息的奋斗精
神的时代表达。

据悉，该剧由中国新锐青年导
演王思思、钱鑫执导。此外，还有
青年作曲家王喆、中国国家话剧院
一级舞美设计刘科栋、国家一级舞
美灯光设计师周正平、中国歌剧舞
剧院首席服装设计师阳东霖、多媒
体设计胡天骥、造型设计王岩等国
内一流主创助力加盟。同时，由宁
波市演艺集团青年编剧马凌姗撰写
剧本，由宁波市歌舞剧院的优秀青
年演员参与演出，新生力量的注入
让整个剧组活力四射。

舞剧《东方大港》
在北京举办媒体见面会

本报讯（记者何峰 通讯员陈
娜） 昨天上午，鄞州区新时代法治
实践中心建成启用。据悉，这是我
市首个法治实践中心。

“ 新 时 代 法 治 实 践 中 心 启 用
后，将成为鄞州公民法治素养提升
活动的重要载体平台。”鄞州区司
法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总面积 800
多平方米的鄞州区新时代法治实践
中心，由法治之源、法治之路、法
治之知、法治之宣、法治之数、法
治之行等六个部分组成，可为各类
宣讲、论坛、沙龙、会议等法治实
践活动提供多场景、多方位的服务
支撑。记者看到，鄞州区新时代法
治实践中心十分注重情景化造景，
通过文字、图表、图片和视频展示

鄞州区法治建设成果，引导人民群
众提高法治素养、参与法治实践，
同时让参观者在各种互动体验中了
解交通安全、反诈、禁毒反毒、垃
圾分类、消防应急等知识。

鄞州区司法局打造的 IP 人物
“鄞小法”也“入驻”新时代法治
实践中心。“鄞小法”身穿司法工
作蓝色小马甲，结合了代表公平正
义的獬豸和象征勇敢、力量的醒狮
元素，在法治实践中心的“法治鄞
州”区域“介绍”掌上治村、五小工作
法、鄞法 e 站等鄞州法治实践品牌
案例和典型做法，也出现在法治文
创区内陈列的抱枕、帆布袋、杯子
等各类法治文创用品上，是法治实
践中心里的普法宣传“小能手”。

鄞州新时代法治实践中心启用

本报讯 （记者杨绪忠 殷聪
通讯员陈敏璐） 昨天是第 7 个“中
国品牌日”，“2023 宁波品牌百强
榜”正式发布，作为服务业品牌的
宁波银行摘得“桂冠”。这已是宁
波连续十年向社会发布品牌百强
榜。

“2023 宁波品牌百强榜”由宁
波市甬商发展研究会牵头组织，并
联合中国社科院品牌战略研究课题
组和中国市场学会、中国品牌研究
中心等国内权威机构共同发布。

来看看今年品牌榜有哪些亮
点：

“1+10”组合，280 个品牌引
领一流城市。除了延续综合榜和最
具潜力新品牌榜单外，本年度榜单
特推出“一号工程”三大品牌榜单
和“六个之都”六个品牌榜单，来
致敬 280 个宁波品牌。

百强品牌总价值首超 4700 亿
元。今年品牌百强榜总价值和上榜
门槛，与历届相比，又一次有了新的
突破。100 个宁波品牌总价值 4730.5
亿元，上榜门槛达到 5 亿元。

宁波品牌集群的合力正在加速
形成。通过“2023 宁波品牌百强
榜”，一批质量卓越、优势明显、
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企业品牌、产
业品牌、区域品牌集群正在形成，
宁波品牌正以集群力量走向世界，
形成合力。

持续聚焦和关注新成长性品
牌。今年宁波品牌百强榜更加关注
那些成长性的现代制造业、现代服
务业、新兴产业等实体产业品牌，
增加了它们在榜单中的比重。

服 务 业 品 牌 首 次 摘 得 “ 桂
冠”。今年，宁波银行以 240.1 亿元
的品牌价值摘得“2023 宁波品牌
百强榜”的榜首，公牛、方太紧随
其后。这是宁波银行继“2021 宁
波品牌百强榜－服务业榜”冠军后
第一次摘得“宁波品牌百强榜”综
合榜的冠军，也是“宁波品牌百强
榜”十届以来第一次由服务业品牌
摘得冠军。

鄞州十届领跑品牌强区。从品
牌地域分布上看，有 32 个品牌来
自鄞州，23 个品牌来自海曙，14
个品牌来自北仑，9 个品牌来自慈
溪，6 个品牌来自江北，5 个品牌
来自象山，4 个品牌来自余姚，3
个品牌来自镇海，2 个品牌来自宁
海，2 个品牌来自奉化。拥有大量
实体产业品牌的鄞州继续赢得榜
首，这也是鄞州第十次占据“宁波
品牌百强榜”第一地区的位置。

纵 观 “2023 宁 波 品 牌 百 强
榜”，主业涉及第二产业的品牌高
达 70 个，涉及第三产业的品牌有
30 个。单项冠军企业所属品牌占
了 22 个，专精特新“小巨人”企
业所属品牌占了 5 个，两者相加品
牌总价值有 1516.8 亿元。

在本年度的榜单中，上市公司
品牌占了 45 个席位，上市公司品
牌总价值为 2743.7 亿元，占总榜单
品牌价值近 60%。

从 “2023 宁 波 品 牌 百 强 榜 ”
中不难发现，宁波品牌正在成为推
动高质量发展的有力支撑，以集群
的力量走向世界，形成宁波品牌的
集群合力。

“2023宁波品牌百强榜”出炉
总价值超4700亿元，服务业品牌首夺冠

四月底的象山石浦港海域，阵阵海风
劲掠而过。

一项重大试验正在此举行——
一艘 500 吨级船舶冲向 5 个浮在水

面、用链条串在一起的黑色橡胶气囊。
2-3节航速、5-6节航速、7节航速……
一遍又一遍，船不断提速，不同角度撞
击，均被装置稳稳拦下。10 次撞击试
验，船、装置两者均无恙。

“成功了！”此前精神紧绷的科研人员
握拳、互相击掌庆祝。

此次实船撞击试验的成功，标志着宁
波大学大型桥梁柔性防船撞技术与装备
2.0成果已迭代成熟。此前，宁大桥梁柔
性防撞技术已在全国8座特大桥梁及水利
工程上推广应用，并被王景全院士、周绪
红院士、秦顺全院士、王仁贵设计大师等
多位顶级专家鉴定为“国际领先水平”。

一门深入，创新不辍。5月7日，凝
聚了宁大冲击动力学团队三代科研人员三
十余年心血的重大科技成果在甬发布，引
来各界关注。

“科研人员要将科研与国家需求、民
族复兴联系在一起，不忘国家使命，勇扛
国家责任。”中国科学院院士、宁波大学
校长蔡荣根说，宁大将继续做优做强特色
学科，全力服务“大国重器”，贡献“宁
大力量”。

论文写在江海碧波上
宁波大学科研人三十年创新不辍，破解“大桥防船撞”世界难题

本报讯（记者黄银凤） 记者从
宁波市文化广电旅游局获悉，首届
全省博物馆“百大镇馆之宝”名单
昨天出炉，宁波 11 件文物入选，
分别是：南宋“天封塔地宫殿”铭
银殿、南宋透雕双童子和田玉佩、
明刻本 《洪武四年进士登科录》、
北宋黄庭坚草书 《刘禹锡竹枝词》
卷、明正德十三年王守仁行书自赣
州上海日翁书卷、西晋越窑青釉黄

鼬把瓷鸡头壶、东汉绳索纹青瓷
罐、河姆渡文化龟形陶盉、民国木
雕船鼓、明代朱松龄竹圆雕五子戏
弥勒像、河姆渡文化炭化稻谷。

今年 2 月，浙江省文物局、浙江
省博物馆学会共同推出了首届全省
博物馆“百大镇馆之宝”评选活动。
经馆内甄选、社会评选、专家审选等
程序，评选出首届全省博物馆“百大
镇馆之宝”，共七大类 100 件（套）。

11件宁波文物入选
浙江“百大镇馆之宝”

4月28日，象山石浦港海域，实船撞击试验现场。

王礼立（左三）、杨黎明（右三）、王永刚（左一）等人在宁大校园合影。

王礼立 （左二） 领取国家自
然科学二等奖。

科研攻关，永远在路上。
5 月 7 日，宁大大型桥梁防船

撞重大科技成果发布会现场，播
放 了 一 段 海 上 实 船 拦 阻 试 验 视
频，也就是本文开头的一幕。安
装了“智慧大脑”的柔性防船撞
设 施 ， 实 现 了 “ 识 得 准 、 浮 得
快、锁得住”。

“达到国际领先水平，解决了
世界性难题，具有重大的推广应用
价值！”包括于起峰院士、张卫红院
士等在内的近三十位学界、业界顶
尖专家听完介绍后予以高度肯定。

随着 2.0 版成功试验的视频广

泛流传，宁大力学实力“出圈”。
面对“圈外”大众的疑惑，作

为 这 项 技 术 的 主 要 研 发 者 之 一 ，
王 永 刚 用 “ 太 极 ” 与 “ 安 全 气
囊 ” 这 样 浅 显 易 懂 的 概 念 来 解
释。“2.0 版本的智能潜浮式船舶
拦阻新技术与装备，能识别危险
船 舶 ， 主 动 出 击 拦 阻 并 快 速 潜
浮。”王永刚介绍，“整个系统就
像安装在汽车里的安全气囊，只

有遇到危险时才会迅速弹出。”
他深知，越快突破新装置的关

键技术难点、验证其可靠性，未来
有望应用于港珠澳大桥等重大工
程的可能性越大。

“科研工作要真正解决实际问
题，一旦认准了方向，就要坚定不
移地走下去！”年近九旬的王礼立
说 ，他 对 新 一 代 宁 大 力 学 人 充 满
信心。

“重大工程结构健康与安全是
‘大国重器’的基础保障，也是世界
工程强国的标志。”交通运输部原
总工程师姜明宝表示，中国是桥梁
大国，拥有百万座大桥，其中特大
桥 6400 多座，宁大的重大创新成果
和应用，为我国交通强国建设、海
洋运输发展作出了贡献。

三十载，三代人，这条为国攻
坚之路从未间断。

宁大力学人将学科报国的论
文 ，写 在 烟 波 浩 渺 的 江 海 碧 波 之
上。责任与担当，热爱与执着，一代
接着一代干。

“认准了方向，就要坚定不移走下去”

“大桥防船撞”重大技术成果
发布会现场。

（图片均由宁波大学提供）
记 者 张颖 梅子满 张璟璟
通讯员 洪松 王湖清

“我国是桥梁大国，拥有百万
座大桥。公开数据表明，2007 年
以来，国内已发生重大船撞桥事
故 92 起，对交通大动脉造成严重
危害。解决桥梁被撞难题，迫在
眉睫！”

5 月 7 日的发布会现场，宁波
大学冲击与安全工程教育部重点实
验室副主任王永刚教授说，立足于

“大国工程”迫切需求，是宁大三
代力学人的科研使命。

胸怀“国之大者”，正是宁波
大学力学学科创立的初心。

新中国建立伊始，由于缺乏万
吨水压机，工业制造水平极低，无

法造出符合航天特殊要求的零部
件。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的钱学
森、郑哲敏，想出一个法子——用
爆炸的方法炸出来。由此，爆炸力
学这门新学科诞生。

彼时，日后与宁波大学首任校
长、力学家朱兆祥一同创建宁大力
学学科的王礼立正在力学所工作。
此前，以优异成绩从北京钢铁学院
毕业的他，被钱学森亲自招进刚起
步的力学所。

在两位中国爆炸力学奠基人的
指导下，王礼立从零出发，潜心研
究应力波理论并出版了相关著作。

1986 年，王礼立从中国科学
技术大学调到宁波大学，出任首任
副校长，搭档朱兆祥。后者不仅是
宁大的创校校长，也是到深圳罗湖
桥头迎接钱学森回国的代表之一，
并协助钱学森创建中科院力学所。

两位甬籍力学家，胸怀“国之
大者”，回乡办学，胼手胝足、筚

路蓝缕创立了宁大力学学科。
随着学科的不断发展，新鲜血

液也不断注入。2005 年，杨黎明
结束了长达十余年的境外高校工作
生涯，加盟宁大。不久之后，曾在
宁大攻读硕士研究生的王永刚，也
选择在获得博士学位后回归宁大。
在王礼立等前辈的鼓励与支持下，
他们逐渐接过了力学学科跨越发展
的接力棒，并在防船撞技术上下功
夫。

时光流转，初心如磐。“国家
的需求，就是我们的研究方向。”
这，是王礼立的科研信仰，也是宁
大力学专业前进的动力。

“国家的需求，就是我们的研究方向”

如今，闻名全国的“双一流学
科”，经过了三十余载的锻造。

王礼立教授带领团队，率先揭
示加载－卸载边界在各种条件下的
传播规律；

建立弱非线性粘弹性本构模型
（朱-王-唐或 ZWT 方程）；

⋯⋯
一系列的研究成果，让宁大在

力学领域奠定了学科特色。“非线
性应力波传播理论进展及应用”还
先后获得教育部自然科学一等奖和
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实现了浙江
省属高校和宁波市国家自然科学奖
零的突破。

理论认识的深入，催生创新构
想。更接地气、更广泛的应用场景
来了——

2002 年，上海海 洋 钢 结 构 研
究所研究员陈国虞，找到王礼立
探讨大型桥梁防护新设计。面对
同学发起的一起攻坚“大桥防船
撞 ” 这 一 世 界 级 技 术 难 题 的 邀
约 ， 他 欣 然 应 允 。“ 我 觉 得 这 对
国 家 、 对 社 会 来 说 ， 都 很 有 价

值 ， 便 毫 不 犹 豫 答 应 了 。” 王 礼
立回忆道。

经过刻苦钻研，王礼立在国
际上率先提出刚柔相济的设计思
路——给桥墩穿上一套厚实的可
变形“铠甲”，借力打力，大幅消
减船撞桥墩时的巨大能量，达到
了“四两拨千斤”的防撞效果。

为勇闯科研“无人区”，团队
成员忘我工作着，逐步建立冲击载
荷下刚柔匹配的防撞装置理论分
析，确定了外钢围刚度与防撞圈柔
度之间的匹配关系。

2003 年，该技术成果被用在
有着“广东第一桥”之称的湛江海
湾大桥上，其柔性吸能防撞设施为
国际首创。

由杨黎明牵头进行的象山港大
桥防护项目，则进行了全球首次桥
墩防撞装置实船撞击试验。

不同于日常的小型试验，实船

撞击试验可谓是举步维艰。船从哪
里找，钱又从何处凑，道道难题摆
在眼前，杨黎明为此愁得茶不思
饭不想，快急白了头。

幸 而 ， 在 各 方 的 共 同 努 力
下 ， 所 有 问 题 最 终 一 一 化 解 。
2011 年 8 月 28 日，世界首次实船
撞 击 试 验 在 象 山 白 墩 港 大 桥 进
行。经历 12 次撞击后，船体、防
撞装置、桥墩均无恙。

如果说，通航孔刚柔匹配导向
桥墩防船撞技术，宛如给大桥桥墩
穿上一件厚实的“铠甲”，那么，
用于非通航桥梁的自适应恒阻力拦
阻技术，就好比给桥梁建了一张

“拦截网”。
福州平潭海峡大桥，就拥有这

样一张“网”。
远远望去，桥下方的拦阻装置

静静地“平躺”在水面上，任凭风
吹浪打都岿然不动。一旦有船舶撞

击，装置会利用船撞力产生结构浮
态自动瞬时变换，自适应浮筒翻转
后，拦阻网会“柔性”包裹船舶，
阻止其从阻拦装置上越过。最终实
现，“拦得住，停得稳，桥梁、船
舶、环境都护得住”。

这份守护的实现，凝聚着以杨
黎明、王永刚为代表的宁大力学人
的设计心血。

“看起来简单，但从理论到实
践面临着巨大的坎，比如要做成
一个大的装置，先要在实验室做
很多小试验，一个个点位一个个
部件试过来，又如几百个钢丝绳
圈如何在最短时间内同时发挥作
用，刚度和柔度怎么匹配，这些
都要突破很多技术障碍，好在我
们 团 队 最 终 都 一 一 克 服 了 。” 王
永刚介绍。

三十余年间，团队的技术成果
成功在象山港公路大桥、梅山红
桥、三门湾蛇蟠大桥、力洋港大
桥、响门礁大桥、湘江蔡家洲水坝
等水上工程上推广应用，累计节约
工程投资逾 7 亿元。

爬坡过坎，持之以恒克难攻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