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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委员谈“经”论“道”

记者 孙肖 通讯员 叶晶晶

一座上了年头的老建筑，是一
个故事，是一部历史，也是一种文
化⋯⋯

素有“小宁波”之称的北仑柴
桥，早在明、清年间就商贸繁荣，
热闹非凡。马头墙、门楼、砖雕木
刻、中西合璧的传统建筑星罗棋
布，其中 46 处古迹被列入各级不
可移动文物。

近年来，随着城镇化加速和
“诗画芦江、文明柴桥”建设不断
加快，柴桥街道闲置老建筑修缮
保护和活化利用工作被提到了越
来越重要的位置。一座座焕发新
生的老建筑，成为延续宁波商帮
传统文化、讲好宁波故事的重要
载体。

老粮仓变身招商平台

“这里以前是粮仓的一个仓储
楼，现在是我们邀请高新企业和高
精尖人才来北仑了解芯港小镇的重
要窗口。”日前，记者来到位于柴
桥街道紫石村的“浙江省万亩千
亿新产业平台”展示大厅。北仑
区芯港小镇建设管理中心有关负
责人介绍，这个展厅接待过几乎
所有落户芯港小镇的高新企业负
责人和代表。他说：“这里是企业
和人才了解北仑、了解宁波的第一
站。”

眼 前 崭 新 且 有 设 计 感 的 建
筑，是紫石粮仓旧址，紫石粮仓
建成于 20 世纪 80 年代初，规模大
约 3000 平 方 米 。“ 即 便 是 废 弃 的
建筑物，也会留下种种痕迹，揭
示以往的记忆、梦想和希望。”设

计改造紫石粮仓的佚人营造建筑
事务所负责人、主持建筑师王灏
回 忆 ， 第 一 次 见 到 粮 仓 建 筑 时 ，
感觉是“破败不堪”。

“如何把已经废弃多年的粮仓
改造成芯港小镇的门面，我们动
了很多脑筋。”王灏介绍，通过开
放 的 火 塘 水 系 和 架 空 的 风 土 粮
仓，构建了一处与芦江风景和历
史相交融的理想水乡，从历史的
维 度 和 空 间 的 关 系 来 展 示 北 仑 ，
展示宁波商帮传统文化，实现其
地域价值。

王灏说，把一个乡村“建筑
遗产”改造成新工坊，这是作为
宁波建筑设计师继承传统、开拓
未来的一种方式。这些建筑背后
代表了独具宁波传统色彩的乡村
建筑文化。

去年，芯港小镇“万亩千亿新
产业平台”完成投资 20 亿元，实
现工业总产值 70 亿元。从 2020 年
投入使用至今，这里见证了北仑芯
港小镇的成长。

文保单位里的“老味道”

“你现在看到的是我们的花农
直播室，前几天刚刚完成一场茶梅
的带货直播。”柴桥街道文化站负
责人张杨告诉记者，去年 11 月，
这个乡村会客厅建设完工，成为柴
桥街道乡村旅游又一场所。

这个直播室来自云雩庙后大殿
附属建筑的改造。“此外，按照修
旧如旧的原则，柴桥街道将云雩庙
后大殿主建筑进行了修复，并在此
基础上将其布置打造成了柴桥传统
小吃的展示和体验点——柴桥老味
道风情体验馆。”张杨告诉记者。

云雩庙后大殿位于柴桥街道河
头 村 ， 占 地 337 平 方 米 。 据 民 国

《镇海县志》 记载，其始建年代不
详 ， 1787 年 改 建 ， 1824 年 重 修 ，
1917 年众人集资复修。云雩庙后
大殿格局规整，总体保存较好，建
筑具有清中期风格，有较高的保护
价值，是北仑区级文物保护单位。

“吃份柴桥生煎，来几个灰汁
团 ， 再 点 上 一 杯 咖 啡 。” 张 杨 介
绍，市民和游客可以在领略百年古
建筑之美的同时看直播、采购柴桥
的特色花木。

从闲置库房到人气村咖

半个多月前，一家名为“出山
入市”的乡村咖啡馆开门迎客，这
是北仑柴桥街道河头村的第一家艺
术咖啡馆。“这家村咖的前身是村
集体闲置仓库，因为建在村口，让
小村更有时代感了。”出山入市的
主理人毛毛告诉记者。

建成后的村咖一面临水，一面
临杜鹃花田，坐在店内，仿佛置身
于世外桃源。据统计，这几天，店
内 工 作 日 日 均 客 流 量 可 达 200 人
次，营业额超万元。

“盘活村内的闲置资源，吸引
更 多 年 轻 人 走 进 农 村 、 爱 上 农
村。”河头村党总支书记石孟定告
诉记者。去年以来，河头村对村内
几处闲置的集体资产进行改造，通
过公开招租引入社会资本的方式让
其焕发新活力，为村集体培育稳定
收入来源的同时，延伸了农文旅融
合的产业链，大大增加了乡村的人
流量。

“ 对 村 集 体 闲 置 资 产 进 行 排
摸、改造、提升，融合柴桥本土
的文化和自然景观，来增加村级
集体的收入，这一直是柴桥街道
农 村 发 展 破 题 过 程 中 的 重 要 一
环。”柴桥街道党工委副书记唐聪
丽表示。

近年来，柴桥街道在建筑层
面，实行保护为主、适应性再利
用。在功能层面，实现功能置换、
创新性业态再注入。在区域层面，
实现村落复兴与文旅发展再融合，
进而实现乡村“建筑遗产”的涅槃
重生。

农村闲置房屋变身人气热门地

看乡村“建筑遗产”如何涅槃重生

近日，慈溪市掌起镇陈家村景色宜人。在该村文昌阁景点，经过水环境综合整治的
下快船江碧波荡漾，古色古香的楼阁凌波而立，与周边的树木相映成趣，构成一幅美丽
乡村画卷。

（陈章升 王雪枫 摄）
一湾碧水绕古村

见习记者 沈莉 记者 严瑾

人物名片：毛磊，市政协委
员，宁波永新光学股份有限公司联
席董事长

“上个月底举行的市委经济工
作会议，为宁波经济高质量发展定
向 领 航 ， 非 常 鼓 舞 人 心 ！” 近 年
来，宁波永新光学股份有限公司联
席董事长毛磊多次参加宁波市委经
济工作会议，他告诉记者，面对经
济发展的复杂形势，今年尤感振

奋。
“去年是极具挑战的一年，但

是从第四季度开始，企业各项指标
开始转好，这给我们带来了巨大的
信心，也为我们明年的发展奠定了
基础。”毛磊说。

在毛磊看来，本次市委经济工
作会议有两个关键词：一是发展，
二是制造业。

纵观宁波数量庞大的“单项冠
军”和“小巨人”企业，它们有一
些共同点：聚焦产品、深耕行业，
以创新推动高质量发展。

永新光学就是其中的佼佼者。
2022 年，永新光学开始实施

“2+2”业务布局——在立足光学
显微镜和条码机器视觉两大核心业

务的基础上，同时拓展激光雷达和
医疗光学两大新兴业务。“条码机
器视觉业务在去年年初遇到了挑
战，到下半年趋于平稳，其他三大
业务均保持良好发展态势，市场需
求旺盛。”毛磊告诉记者。

新年伊始，永新光学已定下全
年新目标，做强做优做大“2+2”
业务。“我们有信心穿越经济波动
的周期、‘永’毅突破。”毛磊说，
永新光学将以工作的确定性应对
形势变化的不确定性，把新变量做
成 新 增 量 ， 以 新 动 能 拓 展 新 空
间，努力做到探路探在先、创新
创在前，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

具体而言，永新光学将做好技
术创新和产能升级“两篇文章”。

由永新光学牵头的“十四五”国
家重大科学仪器专项“超高分辨
活 细 胞 成 像 显 微 镜 研 究 及 应 用 ”
进 展 顺 利 ， 目 前 已 实 现 首 台

（套） 销售，单台显微镜售价达到
280 万元，今年将推进量产；随着
新 能 源 汽 车 市 场 规 模 持 续 扩 大 ，
运用于自动驾驶的激光雷达相关
产品产量也将迎来“上扬曲线”；
永新光学医疗光学设备及精密光
学元组件生产基地建设项目，预
计今年底正式启用⋯⋯

“状态好、信心足”，毛磊用 6
个字总结了永新光学的近况。“新
的一年，我们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确保实现一季度‘开门红’。”毛磊
说。

毛磊：有信心穿越经济波动的周期

本报讯（记者冯瑄 通讯员廖
鑫） 记者昨日从市住建部门获悉，
根据浙江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印发
的 《关于公布 2023 年度省级“红
色物业”项目的通知》，我市 40 个
物 业 小 区 获 评 浙 江 省 2023 年 度

“红色物业”项目。
省级“红色物业”项目创评指

标分为党建统领、运行机制、阵地
建设、企业服务四大项 35 个指标，
全面考核项目党组织建立、党组织运
行机制、活动场所、党建氛围、多方
议事协调机制、业主相关制度、物业
管理制度、物业管理水平、融入基层
治理等多方面建设情况。

“ 红 色 物 业 ” 须 经 业 委 会 同
意，由企业向属地物业主管部门提
出申报，属地组织验收并择优推
荐。各物业服务项目部在市、区两
级物业主管部门的指导下，对标创
建标准，结合项目实际补短板、强
弱项，因地制宜开展创建，创建亮
点不断涌现。

如江北区和塘雅苑“物居业”
三方联动，构建形成“基本公共服
务+基本生活服务+和雅特色为民
服务”三位一体的社区服务综合
体，在“安居梦温暖家”党建品牌

引领下，组织开展系列共建活动，
积极构筑公租房小区共建共治共享
治理新格局。

镇海区兴建花园组建“红色物
业 联 盟 ”， 每 月 常 态 化 召 开 议 事
会，提高“两率两度”，即事件处
理率、业主满意率、网格联动配合
度、重大事项配合度，解决落实了
多项惠民实事。

北仑区甜蜜家园秉承“党建引
领、物管为民”的理念，对内挖掘
和对外联谊相结合，组建各类志愿
服务社群，提供各类便民服务，使
居民不出小区就能丰富业余生活和
解决问题，深受居民欢迎。

奉化区东郡尚都推行“一巡
查、二走访、三必到、四必访、五
必报”日常工作法，使小区管理深
度融入基层治理。

近年来，市房安和物管中心将
“红色物业”创建作为加强党建引
领物业服务提升的重要载体，狠抓
项目培育和物业服务水平提升，截
至目前，已创建市级“红色物业”
182 个、省级“红色物业”86 个。
去 年 ， 全 市 评 选 出 了 113 个 市 级

“红色物业”，并择优推荐了 45 个
项目参与省级评选。

我市40个物业小区
获评省级“红色物业”项目

记 者 黄银凤
通讯员 洪敏 彭佳

太 原 图 书 馆 的 “ 马 克 思 书
房 ”， 广 州 图 书 馆 的 “ 广 州 人 文
馆”⋯⋯当前，以“馆中馆”形式
打造名人捐赠文献空间，融保存、
阅览、展示、教育、研究功能于一
体，这种发展模式在全国公共图书
馆界掀起风潮。

宁波图书馆的“宁波人文馆”发
展，还能有怎么样的惊喜？日前，业
界专家学者积极献计献策,纵论“宁
波人文馆”未来的建设发展之路。

“宁波人文馆”于去年 12 月建
成开放，由宁波名人文献、浙东学
术文化、海丝文化、城市人文历
史、文学艺术、民俗及地方文献等
主题馆或专题书架组成，其中名人
文献由“‘包玉刚与宁波’图书
馆、草婴文献馆、红葵花馆 （高式
熊） ”三个馆组成。

宁波大学人文与传媒学院历史
系教授孙善根认为，宁波文献积累
多，宁波图书馆不妨把“触角”伸
得更广一些，在科学技术、人文社
科类领域寻找名家名著，并将之充
实到“宁波人文馆”。

宁波大学国学与哲学研究中心
副教授邹建锋提议，在“宁波人文
馆”内建王阳明孤本文献馆，对王
阳明全球罕见珍本文献进行善本再
造，并向公众展示。

“建议与各类组织开展有针对
性的合作，这样更有利于收集文献；
网罗宁波本地学者，设置签名本专
柜；设立基金，集合各方力量，加大
人文馆建设力度。”宁波市天一阁博
物院研究馆员应芳舟支招。

当天，还举行了钱茂伟藏书捐
赠仪式。宁波大学人文与传媒学院
历史系教授钱茂伟向宁波图书馆捐
赠藏书 1400 余册。“这些藏书很大
一部分为浙东文化相关书籍，承载
着宁波厚重的人文历史，其收集过
程非常不容易。这次捐赠，我想带
个头，希望更多的专家学者加入进
来，不断丰富‘宁波人文馆’的藏
品。”钱茂伟说。

“ 我 们 希 望 通 过 ‘ 宁 波 人 文
馆’的建设，集聚宁波名人名作，
将之妥善保存收藏，并进行学术研
究。今年将进一步搭建平台，吸引
更多学者进行合作，以出版书籍等
手段对文献进行开发再造。”宁波
图书馆馆长徐益波说。

专家学者纵论
图书馆的“馆中馆”如何发展

红葵花馆展览现场。 （黄银凤 摄）

见习记者 张芯蕊
通讯员 冯浠涵 吕佳银

“ 一 条 大 河 波 浪 宽 ， 风 吹 稻
花 香 两 岸 ⋯⋯” 熟 悉 的 旋 律 响
起，不少观众眼含热泪，轻声哼
唱。日前，斯洛伐克国家交响乐
团 2024 新年音乐会在宁波天然舞
台奏响。

斯洛伐克国家交响乐团是欧洲
著名的小型交响乐团——斯洛伐克
国立小交响乐团与斯洛伐克爱乐乐
团等其他乐团的一部分成员融合而
成，如今已在国际上获得了极高的
声誉。

在演出之前，本场音乐会的指
挥鲁道夫·格里（Rudolf Geri）向观
众透露，为了让观众能更好地享受
这场“狂欢”，特意准备了一个很有
互动性的彩蛋——演奏《蓝色多瑙
河》《金银圆舞曲》《轻如鸿毛快速波
尔卡》时，两名舞者惊喜亮相，男伴
身材高挑，女伴身着一袭长裙。两人
一路跳着轻快的舞步，走下舞台，走
向观众。观众随着音乐的节拍鼓掌，
为两名舞者打起了节奏，将新年音
乐会欢快、喜庆的氛围拉满。

“这是我听过的参与感最强的
一场新年音乐会。”散场时，观众
吴先生意犹未尽地说，“其实新年

音乐会就该这样热闹，谁说古典音
乐就一定是枯燥的、深奥的呢？就
像刚刚那场舞蹈，很多观众并不熟
悉这一曲目，但大家都会跟着节奏
拍手，真正融入其中。”

不仅如此，本场指挥鲁道夫·
格里在演出时特别投入。细心的工
作人员观察到，在几首曲目结束
后，鲁道夫·格里已累得大汗淋
漓，但他热情依旧。

值得一提的是，作为国际交响
乐团演出的惯例，斯洛伐克国家交
响乐团此次还准备了 《红色娘子
军》《我的祖国》 两首中国乐曲。
特别是家喻户晓的 《我的祖国》 作
为当晚的压轴之作，旋律响起，一
幅深情磅礴、感人至深的“音乐画
卷”缓缓铺开。曲罢，音乐厅内掌
声雷动，经久不息。

天然舞台相关负责人表示，世
界级的交响乐团巡演，通常会准备
几 首 当 地 的 音 乐 作 品 作 为 “ 礼
物”，这是对中国观众的尊重，也
是一种礼仪。他说：“新年音乐会
讲究的是阖家欢乐，无论在哪个国
家都是如此，感谢斯洛伐克国家交
响乐团酣畅淋漓的演出，这场音乐
会也为新的一年开启了美好的序
幕，预示着未来我们有更多跨越国
界的文化交流。”

来自斯洛伐克的“声音”温情满满

芯港小镇会客厅一角。 （许天长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