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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宁海本土培育的地
名文化讲解短视频栏目“水东讲
村名”在网络上走红，深受中老年
人及海外游子的喜爱。该栏目以
方言讲解拉近与受众的距离，并
配上图片、视频等内容，形象地展
示每个“村名”的由来以及蕴含的
历史和文化。通过这种方式，不仅
积累了大量宝贵的原始音像资
料，还让更多人建立起与故乡的
情感连接，留住了故乡的记忆。

2023 年 10 月，宁海县地名
办公室接手“水东讲村名”栏

目，进一步提升节目的品质和内
容，并联合宁海地区“共富工
坊”项目，在传递本土文化和历
史的过程中，为地方经济注入活
力，推动本土企业的发展，实现
了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双赢。
第 108 期节目借讲述凤潭村的故
事巧妙推广了当地的特色产品
——凤潭清酒，让观众在了解凤
潭村历史文化的同时，也对这一
品牌有了更深的认识和兴趣。截
至目前，“水东讲村名”已发布
200 多期视频。

宁海

“水东讲村名”，留住记忆，留住乡愁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的

重大决策部署。今年 7月，民政部印发 《关于开展“乡村著名

行动”助力乡村振兴的通知》，要求进一步发挥地名工作在全

面推进乡村振兴中的积极作用，全面提升乡村地名建设水平，

助力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

近年来，我市通过出台地名地方性法规、编制出版地名相

关典籍、开展形式多样的地名文化保护活动等，不断加强地名

文化遗产保护，并通过乡村著名行动数字赋能工作，让乡村文

化繁荣活跃起来，将乡村资源要素释放出来，助力我市乡村振

兴。

擦亮地名文化品牌 释放乡村发展活力
——我市以“乡村著名行动”保护传承地名文化

2020 年 5 月 1 日，《宁波市地
名 管 理 条 例》（以 下 简 称 《条
例》） 正式施行，宁波成为全省
第一个出台地名地方性法规的城
市。

自 《条例》 实施以来，市民
政 局 全 力 做 好 《条 例》 宣 传 工
作，通过微信公众号、线下普法
宣传、电子显示屏滚动播放、民
生 e 点通网友来信答复等形式，
扩大 《条例》 实施宣传的知晓面
和影响力，并组织制作印刷 4000
份宣传资料分发到市县两级行政

服务中心和直接服务于一线的企
事业单位窗口。鄞州区、镇海区
地名办还分别制作手绘和漫画版

《条例》 宣传册进行广泛宣传。与
此同时，对历史地名的保护和利
用 予 以 专 章 表 述 ， 要 求 地 名 行
政 主 管 部 门 和 其 他 专 业 主 管 部
门 建 立 地 名 文 化 遗 产 普 查 档
案 ， 分 级 分 类 编 制 地 名 文 化 遗
产 保 护 名 录 ， 并 会 同 文 广 旅
游、宣传等部门加强对历史地名
的研究和宣传工作，传承和发展
地名文化。

2021 年，宁波市人民政府出
台 《关于贯彻落实 〈宁波市地名
管理条例〉 的实施意见》，对加强
历史地名保护提出具体举措，要
求深化地名文化研究，形成有价
值的研究成果。加强地名文化遗
产保护，建立古地名类、地名专
名 （方言） 等采词类别库，探索
将历史地名纳入非物质遗产保护
范围，构筑地名文化遗产载体和
平台。拓展地名文化保护广度和
深度，深入开展地名文化宣传，
实施地名文化进乡村、进校园、

进社区活动。
同年，我市编制出台 《宁波

市 城 市 地 名 总 体 规 划 （2021-
2035） 》，第九章“地名文化保
护规划”对宁波地名文化的体系
特征、宁波三江口的建城史、宁
波历史文化的价值和特点、宁波
传 统 地 名 的 类 型 等 作 了 着 重 表
述。除市本级出台法规文件保障
地 名 文 化 遗 产 保 护 ， 区 （县 、
市） 也在当地地名规划中列出专
章加强地名文化遗产保护的法治
化保障。

法治护航 助力地名文化遗产保护

地名是载体，文化是血脉，
地名文化是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
部分。为推进地名文化遗产保护
工作，近年来，全市各地积极开
展 形 式 多 样 的 地 名 文 化 保 护 活
动 。 奉 化 区 通 过 开 展 “ 千 年 辉
映 奉化有名”奉化地名文化展
等系列地名文化保护活动，助推
乡村振兴。余姚市结合阳明文化
宣传，开展余姚阳明地名文化研

讨 会 暨 阳 明 地 名 文 化 短 视 频 大
赛，扩大地名文化在年轻人中的
影响力。鄞州区举办以“传承地
名遗产文化 添彩美丽鄞州”为
主 题 的 第 二 届 地 名 宣 传 活 动 之

“走进商圈”活动。北仑区开展
“传承地名文化 守护城市记忆”
地名文化大讲堂进校园活动。

据了解，我市民政部门还通
过编制出版 《宁波市地名志》 丛

书、相关地名图册等途径，加快
推 进 地 名 文 化 遗 产 保 护 成 果 转
化 。 全 市 先 后 出 版 常 规 性 图 、
书、典、志、刊物 22 万多份，两
批 868 个地名列入地名文化保护
遗产名录，横溪镇等 5 个地名入
选 千 年 古 镇 （古 村 落） 地 名 文
化 遗 产 。 慈 溪 市 编 制 的 《新 编
慈 溪 市 图 志》 获 裴 秀 奖 银 奖 ；
宁 海 县 以 第 二 次 全 国 地 名 普 查

成 果 为 契 机 ， 出 版 了 《宁 海 地
名》《宁海地名故事选》 等刊物
书 籍 ； 鄞 州 区 编 印 了 《鄞 州 区
历史地名画册》《鄞州区历史地
名遗产文化分布图》《鄞州历史
地 名 （古 道） 手 绘 图》 等 ； 江
北 区 出 版 了 《江 北 地 名 叙 谈》；
镇海区编印了 《行走与记忆》 地
名刊物；象山县出版了 《象山古
今地名典故》 等。

编制出版 助推地名成果转化

“‘宁’代表宁波，本意有
安宁、宁静的含义。‘东’意指
东 部 新 城 ， 较 符 合 地 名 表 示 方
位 的 作 用 ， 且 与 毗 邻 的 宁 穿 路
相 呼 应 ， 地 名 的 指 位 性 较 好 。”
有 心 的 市 民 若 散 步 时 走 到 宁 东
路 和 福 庆 北 路 交 叉 口 ， 可 以 发
现 路 名 牌 上 印 着 一 个 二 维 码 ，
扫 描 二 维 码 便 跳 转 出 这 段 文
字 。 与 此 同 时 ， 二 维 码 跳 转 出
来 的 界 面 上 还 有 查 询 周 边 便 民

设 施 、 进 行 地 理 位 置 导 航 的 功
能 入 口 ， 为 市 民 出 行 增 添 了 许
多便利。

路名牌上的“小小二维码”，
正是宁波以数字地名信息赋能城
市发展的生动体现。据了解，自
民政部乡村著名行动开展以来，
我市大力开展乡村著名行动数字
赋 能 工 作 ， 以 “ 标 准 地 名 地 址

‘一址通’项目”数字化平台为依
托，先后开发建立了乡村振兴数

据库，专题开发乡村振兴数字驾
驶舱、路名牌数字场景以及民政
数字一张图等数字化场景，归集
整合农业农村、自然资源规划等
部门 40 万条兴趣点数据，包含现
代农业产业园、村委会公共服务
点、停车场、公交站点、超市购
物中心、民宿酒店招待所、农家
乐、风景名胜点、医疗点、特色
街区、银行、加油加气站、厕所
等。

“我们将采集到的兴趣点数据
开发成具 备 模 糊 查 询 功 能 、 导
航 功 能 的 数 字 二 维 码 。 市 民
只 要 在 路 名 牌 上 扫 描 二 维 码 ，
就 能 导 航 到 任 何 一 地 兴 趣 点 ，
实 现 路 名 牌 到 哪 里 ， 地 名 文 化
保 护 宣 传 到 哪 里 ， 地 名 地 址 公
共 服 务 到 哪 里 ， 乡 村 振 兴 就
到 哪 里 的 工 作 目 标 。” 市 民
政 局 区划地名处相关负责人介
绍。

数字地名数字地名数字地名数字地名数字地名数字地名数字地名数字地名数字地名数字地名数字地名数字地名数字地名数字地名数字地名数字地名数字地名数字地名数字地名数字地名数字地名数字地名数字地名数字地名数字地名数字地名数字地名数字地名数字地名数字地名数字地名数字地名 赋能乡村振兴

记者 伍 慧

海曙区古林镇茂新村，2004
年 由 茂 林 、 张 马 、 吴 庄 3 村 合
并，取名茂新，寓意“繁茂一
新”，如今的茂新成了名副其实
的农文旅网红村，有力促进了发
展振兴。大西坝，位于海曙区高
桥镇高桥村大西坝自然村，是沟
通西塘河与姚江的咽喉。它山
堰，在推动宁波城市建设和经济
社会发展中发挥着巨大作用，以
其作为商标的各类产品琳琅满
目，享誉大江南北⋯⋯

具有悠久历史的地名是岁月
积淀的文化资源，是弥足珍贵的
历史遗产。为擦亮美丽乡村名
片，助力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
村，进一步发挥地名在推进乡村
振兴中的积极作用，海曙区民政
局开展了以共同富裕为主题的乡
村著名行动，选取了“茂新村”

“它山堰”“大西坝”“高桥”等
地名，对它们的来历、现状、发
挥的重要作用进行了广泛的社会
宣传。

海曙
“共富地名”，助力乡村振兴

2021 年 6 月，奉化区被列入
省民政厅、省公安厅第一批数字
门牌应用试点，推进数字门牌的
规范化、标准化、智能化管理和
建设。奉化区以数字门牌应用试
点为契机，搭建地名地址智慧协
同服务系统，设立地名、地址、
地名文化等管理板块，至今已归
集各类地名数据 8602 条，地址
数据 35 万余条。将已安装、更
换的 35 万余块数字门牌、800 余
块道路路名牌作为地名文化服务
阵地，扫二维码就能了解周边的

地名信息、服务项目，极大地方
便了市民的工作、生活。

与此同时，奉化依托地名地
址智慧协同服务系统，为农场、
农家乐等场所的业务开展提供地
址、产品、服务等信息，助力乡
村振兴。以岳林街道周家村的

“爽爽家庭农场”为例，扫描其
数字门牌二维码，不仅能显示农
场的简介、外景和航拍视频，就
连周边的酒店和景点也能“一码
获取”，为游客信息查询提供了
便利。

奉化
数字门牌，让公共服务更“便民”

2022 年 6 月，余姚被省民政
厅列为第一批地名文化服务与文
化建设试点市。为保护传承和创
新弘扬地名文化，提升地名规范
化管理和公共服务水平，余姚以

“省级试点”工作为契机，多举
措多维度推进地名文化服务与文
化建设工作。

设立阳明地名文化研究机
构。重构余姚市姚江文化研究
会，设立浙江省良知阳明文化研
究院阳明地名文化中心，组织开
展阳明地名文化研讨会。

申报专项课题。通过调研学
习，形成 《阳明地名文化保护机
制及世界级服务功能平台创新研

究》，并向民政部申报课题，后
在央媒发表学术论文。

组织阳明地名文化主题短视
频大赛。由宁波市阳明文化海外
传习基地、浙江省良知阳明文化
研究院等单位承办阳明地名文化
短视频大赛，向社会征集具有鲜
明地方特色的地名文化短视频作
品。

讲好地名故事。通过实地走
访，深入挖掘余姚独特的多元文
化素材，编写完成 《余姚历史地
名选录》《余姚地名漫谈》《余姚
市地名文化展》《余姚红色地名
地 图》， 扩 大 地 名 文 化 有 效 宣
传，让文化自信深入民众内心。

余姚
擦亮“阳明文化”品牌，讲好地名故事

新闻多一点

记者 伍慧 通讯员 周益平

海曙区高桥镇实景图海曙区高桥镇实景图。。

鄞州区桑田
路路名牌上的二
维码。

奉 化 区 长 汀
路数字门牌。

余姚开展“平安边界 美丽地名”宣传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