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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今年“两会”期间，本报推出了
“请代表委员递句话”专栏，受到大家的
关注和支持，收到各类意见、建议百余
条。今天是本专栏的最后一期。除了
在报上选登的这些意见、建议外，其余
的意见、建议，我们也将通过其他途径
传达给代表、委员，希望能在今后的工
作中，得以重视和改善。

“浙东第一街”能否更“接地气”

市民顾先生：曾被誉为“浙东第一
街”和“宁波第一路”的中山路改造完成
后，的确显得要比原来“高大上”许多。
不过，住在中山东路沿线的一些居民，
却发现华丽归来的中山路有些“不接地
气”。

以世纪大道雅苑社区为例，在靠近
中山路的出口竟然没有设置过街的人
行道，居民必须通过地铁站绕行，原来
只要一分钟就能到马路对面，现在常常
需要花上十分钟。

类似的情况在中山路上不少见，甚
至路中间绿化带被人踩出了好几条光
秃秃的通道。

此外，为了保持畅通，两个红绿灯
之间的马路全部被封闭，车辆要掉头只
能到红绿灯处，反而容易造成拥堵，尤
其是在高峰期，常常要等上两个红灯才
能通过，尤其是江南春晓小区北门情况
比较严重。

政府投资修建中山路，居民都是拥
护的，但是如何在城市形象与居民生活
实际需求间取得平衡，有不少细节还需
细化。

让鱼儿在清澈的河水里“畅游”

市民严先生：最近我在途经海曙古
林、洞桥时，经常看到有人划着小船在
河里电鱼。

经过一段时期的“五水共治”，现
在上述乡镇的河道要比原先干净漂亮
不少，水里的鱼也比原来多，可电鱼
者的出现，无疑破坏了这道美丽的风
景线，希望有关部门能够加强管理，
整治。

政府及时介入物业与业主矛盾

市民马先生：最近几年来，“物业管
理”一直是备受关注的民生热点话题。

物业和业主的相处，物业费的合理
使用，小区日常维护的有序进行……凡
是涉及“物业管理”，处理稍有不当，都
有可能引发矛盾。

社区管理是政府管理的最小环节，
其中，加强规范社区的物业管理，也是
政府为群众做实事的体现。

希望今后，政府各级职能部门对
“物业管理”可能激发的矛盾，能够“早
走一步”，及时介入，不要等到矛盾出
现，甚至已经被激化，才采取措施。

记者 石承承

“很多人误解了‘音乐’！”昨日上
午，郑思在代表团驻地接受采访时对
记者感慨，“社会上还是有很多人将
音乐当作只是茶余饭后的消遣，甚至
是学习不好后的第二选择，认为从事
音乐工作有点不务正业。”

郑思说，她学习音乐十多年，在
浙闽赣交界的浙江江山廿八都古镇
做过三年多的民歌搜集和整理工作，
深刻体会到“音乐实则包罗万象，融
合了社会、历史、文学、民俗等多种学
科知识，是人类对于精神生活的追
求”，不应该轻视它，“音乐文化的发
展，可有效带动城市的发展，提高城
市的知名度，甚至一个城市能依靠音

乐而存在，维也纳、布拉格就是代
表。”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屡次提到
“音乐”及“名城名都建设”，让郑思非
常欣慰。她说，宁波立志将“音乐”打
造成一张新名片完全可行，宁波人应
该有这样的文化自信。

“从7000多年前余姚河姆渡的
骨笛开始，宁波从来都是中国音乐史
上不可或缺的城市，近现代杰出的音
乐人层出不穷，如第一个留学欧洲学
习声乐的歌唱家赵梅伯，中国音乐学
院老院长樊祖荫，现任中央音乐学院
院长俞峰，‘世界第一大提琴手’马友
友都是宁波人。”

郑思说，宁波也有很多本地的音
乐艺术、宁波的民歌等等，但一直没
有好好地挖掘、整理、保存。现在宁
波提出要打造“音乐之城”的文化构
想，正是立足于历史与现实的基础，
寻找城市自身的艺术特质，也是打造
东方之都的重要一环。

4月8日，中国音协副主席、著名
作曲家徐沛东来到宁波，在接受媒体
采访时，很是赞赏目前正在着力打造
的宁波音乐港：“打造音乐之城，是宁
波这一代人的梦想和追求，我认为一
定能够实现……音乐本身没有那么
多功利的色彩，希望用宁波人的精神
去打造音乐港、音乐之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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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 话题议议

请代表委员递句话

这位代表2016年创办了宁波童声合唱团

她说：音乐之城，可成宁波未来的“金名片”

随着宁波交响乐团、宁波童声合
唱团等相继成立，北大青鸟、星乐龙声
等一批音乐企业及音乐教育培训机构
落户，首届海上丝绸之路国际音乐节
等成功举办，一批音乐人才团队正在
集聚，音乐之城建设迈步向前。

“每座城市都应有自己独特的文
化、性格和气质，音乐港可以包容各
种形式的音乐，聚集多种板块和元
素，但仍需要鲜明区别于其他城市的
特色。”郑思在小组审议时说，“这个

特色将成为宁波的一张金名片，但一
定要能代表宁波的特色、引领宁波的
音乐文化。”

“环视当今世界众多音乐文化名
城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到他们都是抓
住了自己的特色之处。”郑思举例说，
维也纳以圆舞曲为代表，芝加哥借助
爵士乐打造音乐之城，米兰每天都会
上演歌剧，都是发展了自己的特色和
优势。

“宁波的特色和优势在哪里？海

丝音乐节是一个很好的主题。”中国
音乐学院博士生导师、民族音乐学
家、音乐教育家、宁波童声合唱团首
席艺术总监杜亚雄去年在宁波做讲
座时就曾表示，全世界的音乐发展潮
流正呈现多元化，宁波以海上丝绸之
路串起了南洋、南亚、阿拉伯、非洲等
多个音乐文化差异区，沿线多元的音
乐文化可为宁波的“音乐之城”建设
提供丰富资源。

郑思告诉记者，宁波童声合唱团
的骨干老师都是从上海、杭州、北京
聘请的，“有时真是不惜成本，一个月
请他们过来上两到三次课。”这背后
正是宁波缺乏高端音乐人才的短板
与尴尬。

虽然成本高，但是这么做很值
得。郑思透露，合唱团虽然成立时间
不长，每周只能排练一次一个半小
时，但十次不到的排练已使其成功入
围2017年香港国际青少年合唱节，
将于7月17日赴港参赛，让宁波孩子
的歌声唱响香港维多利亚港。“这就

是优秀教学资源和优秀人才的重要
性。”郑思说，合唱团新成立排练两个
多月，已经演唱了阿拉伯语、希伯来
语等4种语言的音乐作品。

“宁波需要引进一批国际、国内
一流的音乐教师，以此为基础培养优
秀音乐人才。”郑思认为，只有把“音
乐之城”的人才基础打扎实了，“音乐
之城”才能真正建设起来。

“音乐领域人才如何鉴定？又该
如何引进呢？”郑思说，是需要文章
写得好，还是演奏演唱得好，还是社
会影响力大？音乐创作是否必须常

驻宁波？“我觉得在音乐艺术这一领
域，应该不拘一格揽人才。”

徐沛东建议，“既然宁波是个开
放的城市，就应该张开臂膀去拥抱天
下的人才”。

郑思告诉记者，一首歌好不好听
是相对主观的，但对于音乐人才的认
定其实可以有指标，“比如声音、器
乐、音乐学、作曲等不同门类，都有国
内或国际公认的奖项，但奖项也不是
唯一标准，引进人才的思路和视野应
该更加广阔一些。”

记者 房伟

音乐领域要不拘一格揽人才

宁波音乐需要一首“代表作”

“音乐”可成宁波新名片

一个城市的发展，离不开文化的发展，而音乐文化正是核心部分之一。
师从中国音乐学院杜亚雄教授，之后又毕业于香港中文大学音乐系的郑思2015年选择在宁波创业，并

于2016年创办了宁波童声合唱团。此次“两会”，郑思作为一名市人大代表参会履职。
与传统“引智”显著不同的是，近年来不少毕业于世界一流音乐名校的人才正加速集聚甬城，这背后

正是宁波打造“音乐之城”的梦想感召力。
在本次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新音乐厅”“音乐港”“音乐之城”“东方文明之都”等关键词纷纷亮相，让

郑思这些“爱乐人”为之欣喜。

宁波童声合唱团在排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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