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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单玉紫枫 通讯员 金刚毅

“大家可能会好奇，明明是一
场企业对接会，怎么来了这么多
家行业、产业协会？”通过“设问
式”开场，宁波市中东欧博览与
合作促进中心主任张亚东成功吊
起了全场胃口，“因为相关产业合
作前景十分广阔，比如宁波均胜
电子控股的北马其顿均胜汽车安
全 系 统 公 司 拥 有 近 1400 名 员 工 ，
是 北 马 其 顿 最 大 的 出 口 企 业 之
一，所以本次对接会首次拓展了
北马其顿的 IT、汽车零部件及医
药领域，为双方进一步合作搭台铺
路。”

北 京 时 间 11 月 20 日 下 午 4

点，中国宁波-北马其顿企业对接
会在斯特普里和宁波两地通过视频
连线举办，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
事务特别代表姜瑜，中国驻北马其
顿大使馆大使张佐，北马其顿商会
副会长奥尔斯·西莫夫出席活动，
中方和北马其顿机构及企业代表
50 余人参会。

据悉，本次活动由中国驻北马
其顿大使馆、北马其顿商会、宁波
市中东欧博览与合作促进中心共同
主办，旨在落实习近平主席在第三
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
开幕式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立足与
中东欧国家合作的坚实基础，与北
马其顿各界建立更加广泛而紧密的
联系，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注入新的活力。
早在 2015 年，北马其顿就同

中国签署了有关推进“一带一路”
建设的谅解备忘录。多年来，“一
带一路”倡议实际上成为助推中
国-中东欧国家合作新兴跨区域合
作机制提效赋能、提质升级的一把

“关键钥匙”。其中，加强地方合作
与民营企业交流无疑是推动“一带
一路”倡议在中东欧地区向纵深发
展的催化剂。

多年来，宁波持续擦亮中东欧
“金名片”。获批全国首个中国-中
东欧国家经贸合作示范区，高规格
举办了三届中国-中东欧国家博览
会，为支撑“一带一路”西向拓展
作出了宁波的特殊贡献。今年举行

的中国-中东欧国家博览会上，中
东欧商品采购超过 100 亿元。

围绕开拓空间、创新形式、挖
掘内涵，活动中，中东欧国家特
色商品常年馆、中东欧商品采购
联盟、宁波市汽车零部件产业协
会、宁波生命科学城作了交流推
介，19 家宁波机构及企业与 30 家
北马其顿机构及企业进行了推介
和对接。多家与会行业、企业代表
表示，活动为中方企业了解中东欧
相关行业提供了难得的机会，也为
下一步拓展交流合作领域提供了新
思路。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三季度，
宁波对中东欧国家进出口额 378.5
亿元，同比增长 12.9%。

中外企业对接会，来了不少行业产业协会
中国宁波-北马其顿企业对接会成功举办

本报讯（记者张凯凯 通讯员
张露） 让艺术介入生活，从生活窥
见 艺 术 。 上 周 末 ， 位 于 江 北 槐
STAGE 的“出入艺术”空间正式
开业。

这是全市首个致力于当代艺术
推广与交流的平台，早在 2021 年
就已经在宁波东部新城亮相。此次
将新址设置在历史与现代交汇的槐
树路旁，也是对“出入艺术”这一
名称的再次点题。

随着“出入艺术”在新址首次
亮相，以“二次曝光”为主题的群
展也在该空间举行。梁铨、韩峰、
黄 渊 青 、 李 鹏 等 13 位 参 展 艺 术
家，带来了油画、水墨、雕塑、纸
本作品及其影像等多种艺术作品
20 余件。

“所谓‘二次曝光’，既是指摄
影中按下第二次快门，为同一张照
片叠加另一重风景；也是指二次重

启的‘出入艺术’，为艺术带来二
次曝光；更是象征着经历疫情的我
们，反思着重启后的生活。”群展
学术主持人王凯梅说。

其 中 ， 谢 爱 澜 的 《FOMO》
《自我陶醉》 等作品，利用互联网
丰富的视觉和声音语言，展现了网
络控制下身体和精神被掏空的现代
生活。透过艺术家们的作品，观众
既能感受到当前世界的日新月异，
也能通过艺术这一“透镜”，对当
前的世界进行思考。

“拥有良好公共艺术空间的城
市，才是一座能够思考和感觉的
城市。希望如此有意义的艺术展
能 多 来 宁 波 ， 也 希 望 ‘ 出 入 艺
术’空间能推广、举办更多有意
义的艺术活动。”市文联主席杨劲
说。

据悉，本次艺术家群展将持续
至 12 月 18 日。

槐树路新添一处艺术空间

《二次曝光》群展举行

黄喆君《工业水墨》。 （主办方供图）

本报讯 宁波市纪委原副书记
赵顺兴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 2023
年9月15日在余姚逝世，享年90岁。

赵顺兴同志，浙江慈溪人，1934
年 10 月 出 生 ，1950 年 7 月 参 加 工
作，1955 年 6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
任乡文书、共青团余姚县委书记、龙

南区委副书记兼龙南公社书记、环
城区委书记，1979 年 3 月任余姚县
委常委、宣传部部长，1984 年 1 月任
余姚县委常委、纪委书记，1989 年 8
月任宁波市纪委副书记，1993 年 12
月任余姚市正市级巡视员，1994 年
12 月退休。

赵顺兴同志逝世

记者 张凯凯

携手防返贫，是东西部协作的重
心之一，位于凉山州越西县的越荣服
装制造有限公司一直深耕于此。

“越荣”二字，“越”指的是越
西，“荣”则代表宁波长荣制衣有
限公司。这家脱胎于闲置厂房的服
装企业，正是宁波服装制造业“产
业飞地”的代表之一。在两名江北
区挂职干部的牵线下，它为越西群
众提供了近 500 个工作岗位。

走进这座三层楼高的厂房时，
记者发现，这里所拥有的不仅仅是

“ 增 收 致 富 ” 的 故 事 ， 更 有 一 种
“向上”的力量。

脚踩厚底皮鞋，留着过肩长
发，今年 19 岁的吉古良布坐在缝
纫机前忙个不停，身上有着在大城
市漂泊过的痕迹。她是越荣服装公
司为数不多的“00 后”之一，讲
起话来慢条斯理，时常整理鬓发，
露出左耳上的两只耳环。

这个生于越西的姑娘，履历比
常人丰富：为了照顾弟弟妹妹，她
曾一度前往上海、广东、山东等地

打拼，进过电子厂，也干过手机、
美妆产品的推销工作。越荣服装公
司的落地，让她下定决心回归故
里。“这里实行计件工资制，如果
干得快，月工资不输广东那边。我
现在手速不算快，但一个月赚三四

千元没问题。”吉古良布说。
在越西县，受限于家庭境况、

思想观念等因素，像吉古良布一样
早早开始照顾家庭的年轻人绝非个
例。家门口的工作岗位，不仅让他
们拥有更多照顾家人的时间，也让

他们从大城市漂泊的疲惫中解脱，
有更多时间思考未来。

与“归鸟”相比，其他在越荣
服装厂工作的社区居民，则更加笃
定未来向好的生活——

他们手中缝制的，可能就是今
冬明春自己孙辈即将穿上的新校
服。曾几何时，他们中还有不少人
因为觉得校服性价比低，而从未让
校服进过家门。

“自己动手缝的校服，自己知
道含金量。”今年 52 岁的毛学兰
说。谈起家里 7 岁的孩子，这位老
人一直嘴角上扬。在她看来，自家
孩子穿的校服有自己出的一份力，
无疑是一件有成就感的事。但她可
能不清楚，自己的“手艺”惠及的

“雏鹰”，也许有朝一日能遍及越
西。

“目前我们工厂的产能覆盖越
西县 9 万个孩子的校服需求，近期
仅送往越西县南城小学的校服就有
近 5000 套。工厂如果开足马力生
产，每年生产的校服及工装能突破
80 万套，总产值超 5000 万元。”越
荣服装公司总经理王兴志说。

一家飞地服装厂造福越西的“归鸟”和“雏鹰”

越荣服装公司生产车间。 （郭传太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