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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王博 通讯员康
晓娟 李超 陈美美） 从 早 上 7
点到中午 12 点，分拣、理货、上
车⋯⋯在顺丰速运宁波客运中心网
点，快递小哥洪星星和同事们忙得
像个不停转动的陀螺，连水都顾不
上喝一口。

今年“双 11”购物节已拉开
帷幕。权威部门预测，今年快递业
务旺季从 11月 1日开始，到 2024年
春节前夕结束，时长102天。

为保障“双 11”期间快递业
务顺畅运行，中国邮政、顺丰速
运、圆通速递等纷纷加大运力投
入 力 度 ， 不 仅 快 递 小 哥 全 员 出
动 ， 各 公 司 行 政 人 员 也 奔 赴 一

线 ， 还 招 募 了 一 批 临 时 作 业 人
员。

在顺丰速运鄞州江宁路网点，
快递小哥任海飞已连续工作 7 天，
一天要送 200 多个包裹。“我们网
点地处鄞州中心城区，单量大、服
务居民多，25 名快递小哥全员上
岗，从早上 7 点忙到晚上 9 点。”任
海飞说。

中国邮政、韵达速递、圆通速
递、德邦快递的多个网点不仅提前
招募了分拣、操作、装卸岗位的临
时作业人员，还储备了一批装运、
分递车辆，同时采取了网点拆分、
笼车到点等方式，进一步提高派件
效率。

“快递小哥”全员出动
迎战“双11”

记者 厉晓杭 通讯员 王伊婧

1990 年 8 月，余秋雨在台风
天第一次造访天一阁，写下名篇
佳作 《风雨天一阁》，天一阁由此
被更多人熟知。

2006 年 11 月，余秋雨怀抱一
簇盛开的菊花，再次迈入天一阁
的大门，在范钦塑像前献鲜花。

今 年 11 月 ， 余 秋 雨 携 其 好
友、书法家苏社钦再访天一阁。
苏社钦捐赠的 16 米书法长卷 《风
雨天一阁》，令宁波人为之惊艳。

“用自己的脚步，‘画’
一张文化地图”

谈起 《风雨天一阁》 的创作
情景，余秋雨回忆：“33 年前的那
一天，风大雨大，在时任宁波市
文化局副局长的裴明海陪同下，
我挽着裤腿走进天一阁，边走边

看，还听老人讲故事。后来，我
就写下了 《风雨天一阁》。”

余秋雨说，33 年前，一些中
外知识分子对中国文化有一些疑
虑，自己就想要拿出实物或者实
景来证明。为此，他走访各地，
从西北高原到长江流域，寻找中
华民族共同的“精神遗址”。

“我用自己的脚步，‘画’了
一张文化地图。”余秋雨说，自己
是宁波人，地处长江流域的天一
阁就进入了他的视野。

“天一阁是文化地图中最‘小’的
一个点，但它的分量非常重。因
为它显示中国文化流传至今，有一
些家庭，有一些人，要用自己生命
来保护传承它。”余秋雨说。

中华文明的传承、创新与发
展，与我国古人的爱书、写书、
读书、刻书、藏书活动密切相关。

“世间数百年，天下第一件好
事还是读书。”余秋雨说，宁波人

素有藏书传统，浓郁的文化氛围
和广泛的群众基础，孕育出像天
一阁这样举世闻名的藏书楼。

在余秋雨的笔下，字字句句
都体现他对文化的关注。三次造
访天一阁，也折射出他对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的殷殷期许。

“再过几百年，天一阁
还在”

建 于 明 嘉 靖 四 十 年 （1561
年） 至 嘉 靖 四 十 五 年 （1566 年）
间的天一阁，是范钦致仕归乡后
所建。

岁月沉浮中，天一阁几经起
落。到 1949 年宁波解放时，天一
阁藏书已从原先的 7 万余卷锐减到
1.3 万余卷。

从 20 世纪 50 年代开始，陆续
有一批藏书家将自己的藏书、绘
画、碑帖等文物捐赠给天一阁。

如今，天一阁所藏古籍已达30
万卷，其中珍椠善本 7 万余卷。著
名文献学家赵万里先生说：“天一
阁之所以伟大，就在能保存朱明
一代的直接史部。”

当余秋雨昨日再次来到天一
阁时，他说：“我很高兴的是，现
在文化保护措施越来越好，天一
阁也越来越漂亮、越来越整齐、
越来越有价值。从这一点看，我
觉得我做了一件比较好的事。”

从私藏到公藏，从私家藏书
楼到公共博物馆。天一阁早已超
出了范氏家族的概念，而成了宁
波乃至全国、全人类共同守护的
文明宝库。

余秋雨说，天一阁和一般图
书馆不一样，它将永远是中华文
化传承过程中尊严的象征。“凭这
一点，它可以永远存在下去！我
相信再过几百年，很多人都不在
了，但是它还在。”

余秋雨余秋雨：：用脚步用脚步““画画””一张文化地图一张文化地图

顺丰速运鄞州江宁路网点忙碌的景象。 （王博 李超 摄）

记者 殷聪 陈驰

昨日，世界互联网大会乌镇峰
会如约而至。

今年是乌镇峰会举办的第十个
年头。十年间，宁波企业与乌镇峰
会同命运、共成长，共同迈向更广
阔的新舞台。

与峰会共成长

此次，宁波“智造天团”派出
的蓝卓、和利时卡优倍、文谷科
技、天河智造、中之杰、极望科技
6 家企业参会，展出的是新产品、
新突破，也是甬企与世界互联网大
会共同成长的美好记忆及携手发展
的美好前景。

“如果算上以嘉宾身份参加的第
一届、第二届世界互联网大会乌镇
峰会，这已经是我们第十年来到乌
镇参展。”浙江中之杰智能系统有
限公司生态中心总经理叶晓芳是乌镇

“十年之约”的见证者之一。她说，这

是中之杰与乌镇峰会共成长的十年。
从最初的企业上云平台“一云通”，
到如今聚焦离散型制造的工业软件

“德沃克智造·D-Work”（2.0 版），
借着互联网发展的东风，中之杰聚
焦的重点也随之而变。

“宁波制造业基础扎实，产业
门类齐全。与其他城市相比，工业
互联网、智能制造是宁波抢占互联
网发展下半程的重要突破口。”叶
晓芳说，事实证明，中之杰选对
了。自 2018 年聚焦离散型制造业
企业的数字化改造以来，中之杰通
过 不 断探索与实践，更新产品性
能，迭代发布产品，目前，“德沃克
智造·D-Work”已服务近200家制
造业企业，涵盖汽车及零部件、高
端装备、新能源等多个领域。

挺进新“智造”

与中之杰略有不同的是，尽管
浙江文谷科技有限公司今年首次参
展，但他们同样也是峰会的“老面
孔”。已在 MES （生产信息化管理
系统） 领域扎根 10 余年的文谷科
技在乌镇结识了新客户，拓展了新
视野，近年来企业发展节节攀升。

“此次来乌镇，一方面是与老
客户沟通交流，展示自己的新成
果，另一方面也是希望结识更多的
新客户，进一步拓展市场。”文谷
科技营销总监吴湘琦说，在持续深
耕 MES 的同时，文谷科技已从原
先单一的工业软件企业，转向软硬
件一体化的智能制造服务企业。

目前，文谷科技的服务领域已
涉及工业互联网平台、工业数字化应
用、产业智能化解决方案等内容。其
中，人工智能应用的拓展是今年文谷
科技的新手段，基于深度学习的外观
缺陷检测系统，他们有望彻底改变传
统制造业企业的检测方式。

“如今，智能制造业已不再是
企业发展的选择题，面对降本、增
效、提质的需求，智能化转型已成
为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必答题。”吴
湘琦说，随着市场需求的不断扩
容，文谷科技的服务范围也在持续
扩大，“今年是乌镇峰会举办的第
十个年头，也是文谷科技阔步发展
的关键之年。我们与乌镇有个约
定：朝着互联网的新领域、新方
向，携手共进，共同成长”。

据悉，今年文谷科技服务的重
点区域已转向四川、重庆等地。借

着此次峰会的东风，文谷科技将努
力让更多的宁波实践案例走向全
国甚至走向世界。

逐梦新舞台

不光是中之杰、文谷科技，今
年宁波的“智造天团”也纷纷拿出
了自己的新产品，透露了自身发展
的新方向。

其中，计划将总部搬至宁波的
天河智能展示了自己的数字孪生工
厂新应用场景；极望科技推出了

“Y9-Studio 低代码平台”，在该平
台上，程序员可通过可视化表单、
拖拉拽流程设计，实现少代码或无
代码，快速开发个性应用；和利时
卡优倍将在余姚建立卡优倍创新能
力中心，致力于家电企业的数字化
转型；蓝卓数字科技将推出supOS的
新版本，助力制造业企业转型⋯⋯

峰会十年，乌镇这座木心笔下
“从前慢”的小镇，正借助互联网
的蓬勃发展，焕发出勃勃生机。而
宁波的工业软件企业也借乌镇峰会
的契机，走出宁波，通过产品的创
新、迭代与升级，向着更广阔的舞
台加速迈进。

与世界互联网大会同命运、共成长

甬企与乌镇有个“十年之约”

▲16米书法长卷《风雨天一阁》捐赠现场。

记者 厉晓杭 通讯员 王伊婧

空中飘着蒙蒙细雨，琴声袅
袅，箫声悠扬，在天一阁博物院
状 元 厅 ， 两 位 朗 读 者 深 情 诵 读

《风雨天一阁》，唤醒了宁波人的
集体记忆。

昨天，当代书法家苏社钦向
天一阁博物院捐赠了 16 米书法长
卷作品 《风雨天一阁》。圆润细
腻、韵浓雅致的书法长卷，书写
出了天一阁的恢宏气象，一时惊
艳四座。

20 世纪 90 年代初，著名文化
学 者 余 秋 雨 撰 写 的 《风 雨 天 一
阁》 一文，引起广泛关注。余秋雨
与天一阁也结下了不解之缘，昨
天，他携其好友苏社钦再访天一
阁。

“不错，它只是一座藏书楼，
但它实际上已成为一种极端艰难

又极端悲怆的文化奇迹。”
1990 年 8 月 ， 一 个 台 风 天 ，

余秋雨踏进那个古朴清幽的庭院，
站立在白底黑字的匾额之下，抬头
仰望，随后踩着咯吱作响的木地
板，登上了心中倾慕已久的天一
阁。

他写下了著名的散文 《风雨
天一阁》，其辞藻之华美、情感之
真切、立意之深邃，影响了一代
又一代的读书人，甚至在今天仍
不断“吸粉”，让人常读常新。

作为余秋雨大师工作室特邀
研究员，苏社钦与大家分享了自
己在阅读 《风雨天一阁》 时的感
悟及创作小楷书法长卷的心路历
程。

他说，第一次参观天一阁是
在 2016 年，发现很多游客是看了
余 秋 雨 先 生 的 文 章 后 慕 名 而 来
的，于是萌发了创作书法作品的

想法。他回去后就创作了书法作
品。第二次创作是在 2020 年，当
时苏社钦觉得自己的书法有了进
步，于是又进行重新创作。

在余秋雨和现场观众的见证
下，苏社钦亲手将长卷交于天一
阁博物院院长庄立臻。庄立臻向
苏社钦颁发了捐赠证书。

前有传世美文，后有风雅墨
韵，《风雨天一阁》 的故事又续新
篇章。如今，天一阁已逐步扩大
发 展 成 为 一 座 以 藏 书 文 化 为 核
心，集文物征集、典藏研究、文
物保护、陈列展示、社会教育、
旅游休闲等诸多功能于一身，融
社会历史与文化艺术为一体、面
向公众开放的特色博物馆。同时
它又是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国家古籍重点保护单位、国家 5A
级景区、国家一级博物馆，是宁
波“书藏古今，港通天下”城市

形象的生动写照。
令人惊喜的是，余秋雨和苏

社钦还向现场幸运粉丝签赠了他
的书籍 《文化苦旅》 和天一阁博
物院新近设计制作的“风雨天一
阁”主题系列文创品。不少粉丝
拿着余秋雨的书，请余秋雨现场
签名。

“真是不虚此行！”前来参加
活动的余君方称，这是一场风雅
之事，希望宁波的文化保护工作
能走得更远、更久。

“我是余老师的忠实书粉，小
学时候就读了他的 《文化苦旅》

《行者无疆》，每次读都有新的感
悟。”海曙中学高一 （二） 班学生
郭锦阳告诉记者。

海曙中学教师储展鹏说：“天
一阁这三个字，不仅是一座藏书楼
的名字，更是宁波的文化地标，影
响了一代又一代读书人。”

前有传世美文前有传世美文 后有风雅墨韵后有风雅墨韵

余秋雨好友苏社钦捐赠余秋雨好友苏社钦捐赠1616米书法长卷米书法长卷

▼▼

本报讯（记者徐卓蔚）“我们
新上马的古建筑积木文创项目已
全 面 投 入 生 产 ， 首 批 共 完 成 220
座六角亭和华标式斗拱积木，总
产值约 30 万元。同时，位于慈溪
的中华鲁班坊非遗文化街也正在
紧张有序地施工。”最近，宁波唐
涂宋地旅游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郭
永尧忙得不可开交。在“非遗贷”
的滋润下，他的公司发展蒸蒸日
上。

在唐涂宋地公司的生产车间
里，木工师傅们各个铆足了劲，马
不停蹄地开料。“这批是从缅甸进
口的花梨木，经过抛光、打磨、切
割等工艺，加工成各个构件⋯⋯”
郭永尧如数家珍。

除了公司董事长，郭永尧还有
一个重要身份——浙江省非物质文
化遗产古建筑营造技艺传承人。
自 13 岁起，他便师从横溪著名老
木匠张定丰，从事木作已有 47 个
年头。上世纪 80 年代，他投身修
葺古建筑及古建筑营造的行业，重
拾古老技艺，传承唐宋遗风。随着
承接项目增多、规模扩大，他便成
立了自己的公司，承接宫殿、寺
庙、祠堂等大木作。

“古建筑营造对我来说不仅是
一门生意，更是一项需要传承发扬
的传统制作技艺。”郭永尧说，从
手艺人到经营公司，他要考虑的事
情也更多了。

“古建筑项目建设周期长、人
工投入大、货款回笼时间久，只要
一个环节卡住了，就容易造成资金
紧张。”郭永尧说，今年上半年，
木材市场原料涨价，加上新项目开
发需要投入，多重因素叠加下，公

司的资金周转遇到了困难，这让他
犯了难。

“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经
营主体来说，没有设备抵押或相关
企业担保，想要从银行获得贷款并
非易事。”郭永尧坦言。

就在他发愁时，农行宁波文化
创意支行向他“雪中送炭”。在了
解到公司经营情况后，支行制定了
专项融资方案，快速核定后，发放
了 一 笔 额 度 100 万 元 的 “ 非 遗
贷”，缓解了他的燃眉之急。“真是
令我惊喜，凭手艺也能获得银行的
贷款支持，之前想都不敢想。”郭
永尧连连感叹。

“‘非遗贷’是去年底农行宁
波市分行联合宁波市文化馆、宁波
市融资担保有限公司等创新推出的
金融产品。”农行宁波文化创意支
行行长杨晓琳说，这是宁波市首个
专为具有轻资产、弱担保特点的非
遗项目经营性小微企业量身打造的
一款创新金融产品，具有“无需抵
押”“利率低”“额度高”等优势。

“我们在开发‘非遗贷’产品
过程中，综合考虑非遗传承人的信
誉情况、技术水平、非遗产品的市
场前景、非遗项目的社会价值等因
素，加大信贷资源配置力度，最大
限度提供优惠利率，让非遗传承人
贷得到、贷得起。”杨晓琳说。据
悉，“非遗货”可贷最高额度 1000
万元。

有了“非遗贷”的支持，郭永
尧对坚守传统建筑营造技艺越来越
充满信心。“现在，我们把重心放
在古建筑积木文创项目开发上，等
产能稳定后，预计能创造超 3000
万元的年产值。”郭永尧说。

凭一手绝活可贷百万巨款
“非遗贷”为传统手工艺企业“输血”

本报讯（记者王佳 通讯员路
余） 结婚近 30 年，如今感情破裂
准备离婚，丈夫做出种种暴力举
动，给妻子造成极大的精神压力和恐
慌，怎么办？日前，慈溪法院周巷法
庭发出一纸“人身安全保护令”，禁
止丈夫对妻子实施威胁、辱骂、殴
打等家庭暴力行为以及通过电话、
短信等进行侮辱、诽谤的行为，并
请属地警方和社区予以协助，对当
事人不定期回访，为家庭暴力受害
人建起一道法律“隔离墙”。

近年来，慈溪法院依法公正高
效审理涉妇女权益案件，从严从快
打击暴力伤害妇女犯罪，妥善审理
婚姻家事纠纷案件，并积极与公
安、检察院、妇联等部门开展协
作，为“她”提供全方位多层次的
司法保护。

去年 3 月，慈溪法院联合慈溪

市妇联设立“共享法庭市妇儿活动
中心服务站”，推动家事纠纷源头
化解、多元化解。法院 162 位“网
格法官”线上线下并行，指导慈溪
18 家镇级婚调工作室、235 家村级
婚调工作室参与融入家事共享法
庭。同时，该法院联合妇联、司法
局等组建调解员队伍和女律师维权
队伍，提供家事调查、家事调解、
家事法律咨询等服务。今年前三季
度，“网格法官”参与调解慈溪妇
联婚调委家事案件 141 起。

慈溪法院还开辟了妇女维权
“绿色通道”，对相关案件实行快
立快审快执机制，及时消弭纷争；
针对生活困难、需要帮助的女性
当 事 人 ， 依 法 落 实 司 法 救 助 制
度。据统计，去年以来，该法院已
为“她们”发放司法救助金 11.24
万元。

慈溪法院为“她”
撑起多层保护伞

▶余秋雨在端详书法长卷作品《风雨天一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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