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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宫，对于许多人来说，都是童年时光里

最美好的回忆之一。

本月，在 70周岁“生日”的特别时刻，宁波市

青少年宫即将迎来坐落于宁波文化广场的“新宫”，

形成和海曙区柳汀街市青少年宫老馆和高新发展中

心“三足鼎立”的新格局。

筑梦七十载，星火再出发。既有深厚历史的积

淀，又有全新硬件的加持，我市的校外教育必将翻

开崭新的一页，书写更为灿烂的篇章。

从我国第一所少年宫建立算
起，少年宫这个几乎与新中国同
岁的产物已走过七十多年的历程。

早在 1953 年，宁波市青少年
宫 （前身是宁波市少年之家） 选
址在中山公园西北角十字亭，成
了当时全国最早的 12 家少年儿童
校外教育机构之一。

作为我国在校外对少年儿童
进行政治教育和开展集体文化活
动的机构，青少年宫从诞生时就
肩负着校外教育的重任，是与校
内教育并行实施素质教育的有效
补充，是培养国家人才的重要阶
梯。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设施齐
全、收费公道、师资强大的青少
年 宫 ， 就 是 孩 子 们 课 外 培 养 兴

趣、发展特长的“代名词”。舞
蹈、美术、书法、语言、科技、
器乐、武术、球类⋯⋯各类科目
一应俱全，市青少年宫自然成了
不少宁波人关于童年的集体记忆。

“我就是在青少年宫‘混大’
的，那就是开启我艺术生涯的摇
篮。”中国东方演艺集团音乐剧演
员苗嫣妮说。5 岁开始，她就在青
少年宫里学习声乐，每个周末从
不请假，直到 2002 年顺利考入北
舞附中，将“爱好”变成了“事
业”。

因 落 落 大 方 的 谈 吐 而 迅 速
“出圈”的北大访台学子陈诗婳，
和市青少年宫有着不解之缘。这
名曾经的红领巾主持表演团成员
表示，是青少年宫给了自己一个

窗口，去展现自己，充实自己，
从小舞台走上更大的舞台。

“宫里四楼球室最中间的那张
台 子 ， 就 是 我 从 小 苦 练 ‘ 童 子
功’的地方。”国家一级运动员、

“00 后”段蕾同样也是在青少年宫
里一步步找到了自己的特长、实
现了自己的梦想。2020 年，她以
专项测试和文化课双第一的成绩
考入了北大元培学院。

⋯⋯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当一

代又一代的孩子不断长大，宁波
市青少年宫渐渐地从“初生”走
向“成熟”，遭遇到“成长的烦
恼”。特别是随着城市化的加速推
进 ， 人 口 分 布 不 断 向 市 中 心 集
中，我市 18 岁以下的中小学生、

幼儿园儿童的数量早已超过百万。
“对标我市打造共同富裕和中

国式现代化示范引领的市域样板
的目标，青少年宫有责任也有义
务 更 好 地 承 担 起 校 外 教 育 的 重
担，更好地在城乡现代社区建设
的大场景下为青少年提供‘家门
口’的优质服务，为整个国家的
未来发展打基础、育英才。”市青
少年宫负责人说。

他表示，随着新城活动中心
的全新亮相，市青少年宫将为更
好地落实党的二十大提出的“办
好人民满意的教育”的要求、促
进我市推进“儿童友好型城市”
建设和满足我市广大青少年校外
教育活动开展的需要发挥不可替
代的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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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人每个阶段都应有自己
的小目标，通过一个一个小目标
的 实 现 ， 逐 步 走 向 人 生 的 大 目
标。”2016 年年底，我国进入太空
第一人、航天英雄杨利伟受邀来
到宁波，和一群热爱科技的少先
队员代表一起，共同揭牌成立宁
波少年科学院。

如今，这个以全市 5 岁-14 岁
少年儿童为服务对象，以宁波市
青少年创客空间为阵地，集科技
课程、科技活动为一体的“少年
科学院”，成了深受小朋友和家长
喜欢的“打卡地”。机器人、天
文、创客、科学实验、DI 创新思
维 大 赛 等 课 程 活 动 ， 都 靠 “ 秒
杀”，颇受好评。

用心用情，呵护每一颗种子
扎根肥沃的土壤，助力每一朵花
绽放出独有的美丽。

2021 年 以 来 ， 随 着 “ 双 减 ”
政策带来的新变化，市青少年宫
迎来全新的发展机遇。特别是由
市教育局牵头成立的我市素质教
育“五中心”之一的“宁波市综
艺教育指导中心”落户后，市青
少年宫主动参与落实“五育”育
人培养新模式，搭建校内外融合
平台，积极调整招生策略和课程
内容，把专业师资和优质课程填
补孩子们的课后时间，以此促进
孩子的全面健康成长。

“‘巴士’取自 80 的谐音，
更是为了给‘双减’之后的中小
学校的课后托管提供‘巴士’一
般 便 捷 高 效 的 素 质 教 育 进 校 服
务。渐渐这个名字也成了我们中
心的特色品牌，在各个学校里的
知名度也逐步高起来了。”宁波市
综艺教育指导中心专班负责人说。

思政教育、国防军事、自护
自救、视觉创意、语言表达、音
乐舞蹈、科技信息、体育技能、劳
动实践⋯⋯短短一年时间，512 人
次的专业教师为 78 所学校送去 100
场课后服务，线上课程服务学生
60 余万次，线下课程服务学生近 4
万人次。

不仅如此，“综艺巴士”先后
开进宁海、奉化、北仑、象山等
偏远地区学校，通过送教下乡、
助力托管、服务社区等方式，让
这些孩子同样可以在“家门口”
体验各类专业的艺术课程。

“作为农村学校的孩子，能够
碰到这么好的一个团队来学校进
行指导，这对我们农村学校孩子
来说是莫大的荣幸。”塘溪镇中心
小学校长戴振锵坦言，有专业的
老师过来点拨一下，这既能激发

孩子们的兴趣，又能传授有效的
方法，真的特别感谢。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多年
来，市青少年宫始终坚持“服务公
益、活动育人、奉献社会”的办宫理
念，面向全市中小学校、青少年和
社会组织举办思想道德、主题教
育、团队活动、实践体验、社团展
示、比赛交流、群众文化、志愿服务
等活动，近 20 年来服务青少年数百
万人次，开展常态化青少年素质活
动服务 725300 余人次。

由团市委、市教育局共同主
办，市青少年宫承办的宁波市学
生艺术团建团已有 30 多年，风采闪
耀省内外乃至全国的重大活动和
重要场合，多次作为代表与波兰、
芬兰、新加坡、德国等国家以及中
国台湾、中国香港等地区的青少年
开展互访和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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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城市青少年发展得越好，
这个城市的未来就越美好——这
是城市管理者着眼未来的一种共
识。

在寸土寸金的东部新城，人来
人往、商业繁华的宁波文化广场最
中心的位置，正是宁波市青少年宫
新城活动中心的所在地。

在市委市政府的关心下，在
市发改委、市财政局、市自规局
等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下，在团
市委全力统筹下，宁波市青少年
宫新城活动中心正式落户此处，
项 目 总 建 筑 面 积 约 2.16 万 平 方
米，设有沉浸式教育的宁波市少
先队思政大课堂、志愿者服务指
导中心、音乐厅、国际交流中心、
视觉艺术活动室、劳动实践活动
室、体育活动空间、音乐舞蹈活动
空间、科技活动空间等功能，马上
就要和广大青少年朋友见面。

按照“一宫三地、统筹兼顾、错
位发展”的工作设想，新城活动中
心功能设置包括思想道德、团队组
织、文化艺术、科技体育、劳动实
践、交流体验、志愿服务、文明创
建、公共展演、综合活动等服务内
容，计划打造德智体美劳“五育”并
举的一站式综合性青少年校外教
育活动场所。

其中，宁波市少先队思政大课
堂是全省最大、全国一流的市级少
先队专属阵地，面积约 1100 平方
米。该场馆按照党团队一体化思路
建设，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入
队、入团、入党这一青年追求政治
进步的“人生三部曲”为主题，将政

治启蒙和价值观塑造融入少先队
活动课程与实践活动，旨在打造面
向少年儿童开展思想政治教育的
枢纽型阵地。

接下来，宁波市少先队思政大
课堂作为孩子们专属的思政教育
阵地，将主要面向宁波市中小学一
至八年级的少先队小骨干开展队
组织实践教育，采用工作日学校组
队申报与周末自主预约相结合的
形式开展教学与服务，每年预计服
务 3000 人次。

另一个新宫的鲜明特征，是建
立了综合性青少年业余体育运动
场所——青少年运动馆。这里的使
用面积为 2539 平方米，设有体适
能馆、蹦床、羽毛球、攀岩、乒乓球、
武术、跆拳道、篮球、花样跳绳、平
衡车和体能训练等课程，给孩子们
提供强身健体的更大空间。

同时，为了更好地传承和发展
越窑青瓷文化，市青少年宫携手慈
溪市文物保护中心、奉化博物馆和
徐朝兴文艺大师工作室联合开设
宁波市青少年越窑青瓷科普展，使
青少年能近距离感受到越窑青瓷
的独特韵味和艺术细节，提高审美
意识和艺术欣赏能力，传承追求卓
越的工匠精神。

70年春华秋实，70年砥砺奋进。
站在新的历史节点，新城活动

中心将以崭新的姿态、丰富的课
程、多彩的活动为全市青少年校外
教育活动做好对接服务，为我市以

“两个先行”引领现代化滨海大都
市建设、奋力打造中国式现代化市
域样板作出校外教育应有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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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时俱进跨越发展

1.1953 年，宁波市青少年宫
（前身是宁波市少年之家）成立

2.1987年10月，包玉刚夫妇等出
席宁波市青少年宫仁仪大楼落成典礼

3.2000年 4月，宁波十大实事
工程之一宁波市青少年宫二期工
程综合楼落成开放

4.2000年起，宁波市青少年社
区联谊会成立并开展活动

5.2005年 7月，承办第三届国
际童声合唱节

6.2005年 9月，宁波市青少年
宫荣获中国青少年社会教育最高
奖——“银杏奖”优秀团队奖

7.2006年 6月，承办首届中国
少儿服饰文化周

8.2012年5月，承办宁波市纪
念建团90周年主题活动

9.2014年7月，宁波市青少年
宫高新发展中心成立

10.2014 年 10 月，东海少年
军校落户宁波市青少年宫

11.2016年 6月，宁波市青少
年宫三期工程艺术楼落成开放

12.2018年 3月，宁波市青少
年宫增挂宁波市志愿者服务指导
中心

13.2019 年 10 月，宁波市红
领巾风采馆开馆

14.2019 年 12 月，宁波市学
生艺术团建团30周年汇演

15.2021 年 11 月，“助力双
减”宁波市综艺教育指导中心授牌

16.2022 年 5 月，中国少年先
锋队宁波市青少年宫第一次代表
大会胜利召开

17.2023 年 4 月，宁波市首家
“家门口青少年宫”揭牌

18.2023年10月，宁波市青少
年宫新城活动中心落成

大事记

记者 黄合 通讯员 蒉跃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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筑梦七十载 星火再出发
——写在宁波市青少年宫新城活动中心落成开放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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