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05 专题 2017年9月5日 星期二 责编/钱元平 林兴科 雷军虎 美编/曹优静 照排/马喜春 汪金莲城 事

本报讯（记者 徐叶） 9月10日（周日），民
进名师团公益课堂又要和大家见面了。第四期
的主题是《中考语文阅读能力提升策略》，由宁波
市名师、中学高级教师童红霞为大家主讲，专为
中考语文阅读量身打造。

近年来，中考语文出题越来越灵活，语文也
越来越成为拉分的科目。有人戏称，未来“得语
文者得天下”。中考语文阅读到底有哪些变化，
如何在日常学习中提升能力，用对策略，本周日
就请童红霞老师来详说。

宁波民进名师团公益课堂项目是由民进宁
波市委员会、宁波市慈善总会联合发起，宁波晚
报、宁波晚报升学通参与协办，宁波太平洋慈善
基金会资助的公益项目。参与项目的成员主要
由我市的省特级教师、市及各区县（市）名师、学
科带头人等骨干教师组成。

讲座时间：本周日（9 月 10 日）上午930~
1130；讲座地点：鄞州区甬江大道1号宁波书
城8号楼A座新华书店四楼报告厅。

即日起，市民可关注“宁波晚报升学通”官方微

信，点开“我已报公益课堂”推文，即可快速报名。应
市民强烈要求，此次适当增加了听讲名额，希望您能
如愿抢到。名额将先到先得，额满（100名）即止。

此外，希望给名师“点题”的市民可以继续
在“宁波晚报升学通”后台（关注宁波晚报升学
通微信号，直接在对话框中键入文字）留言，说
说您还想邀请哪位名师来讲座。上期《高中语
文阅读与写作辅导》（主讲：镇海中学名师魏建
宽）录播的视频已通过“宁波晚报升学通”推送，
有需要的市民可点播收看了。

本报讯（记者 范洪 通讯员 赵士
超 卢静 文/摄） 昨天，宁海市民潘女士
坐上该县城乡公交黄坛线。上车后，她掏出
iPhone手机放到刷卡机上，只听“叮”的一
声，就完成了车费支付。记者昨日从宁海公
共交通公司了解到，从本月初开始，宁海城
乡公交有4条线路安装了银联云闪付设备。

据介绍，今后，乘客乘坐这些公交线路，
不用再带专门的市民卡或公交卡，只需要一
张带有闪付功能的普通银行卡、信用卡，或
带上一部具有闪付功能的智能手机就能坐
车。如果乘客的手机没有闪付功能，可以通
过下载银联钱包等APP，扫描设备上的二
维码能完成付款。

今天是农历七月十五，俗称“七月半”。一
定有很多人早已被家中长辈再三叮嘱过：“晚上
没事少出门。”因为这是一个被叫做“鬼节”的日
子。而在省戏剧家协会会员、省民间文艺家协
会会员周东旭看来，民间对传统节日多偏重其
世俗意义，“七月半”更是一个怀念先人的日子。

除了“鬼节”，“七月半”还有很多称谓，其
中，又以“中元节”最广为流传。周东旭说，道教
称“七月半”为“中元节”，与“上元节”“下元节”
相呼应。其中，“上元节”为农历正月十五，也就
是大家再熟悉不过的“元宵节”；“下元节”为农
历十月十五，主要是“食寒食，纪念贤人”。

据《清嘉录》记载，“中元，俗称‘七月
半’……游人集山塘，看无祀会，一如清明。人无
贫富，皆祭其先”。吴自牧在《梦梁录》中也曾提
到：“中元节祀先。”周东旭说，民间对待传统节日
多看重其世俗意义，因此从节日的本意上来说，

“七月半”更是一个祭祀先祖，以表孝心的日子。
也正因为如此，“七月半”的诸多习俗也和

祭祀有关。周东旭说，宁波民间过“七月半”主
要做三件事：放河灯、放焰口和做羹饭。

过去每年到“七月半”，在如今和义大道的
江边，总会聚集不少人放河灯，以表示对逝去亲
人的悼念。“这种习俗如今几乎看不到了。以前
的河灯多是用纸扎的，现在即便有河灯，也多是
塑料制品，难免对河道造成污染。”周东旭说。

“过去在农村，村民们还会在‘七月半’这天
晚上凑份子放焰口。”周东旭说，一般等到吃过

晚饭，太阳落山后，村民们就会三三两两聚集到
村口广场上。放焰口用的高台、羹饭、福礼等都
是事先准备好的，然后由请来的和尚、道士念经
超度。

流传至今，放河灯和放焰口都已经极少见
了，倒是做羹饭，不少人家至今仍在坚持。之所
以要特别在“七月半”做羹饭，是因为在过去人
们的观念中，此时盛夏已经过去，秋凉刚刚开
始，祖先会在此时回家探望子孙，因此需要做羹
饭祭祀一下。

周东旭是象山人，在他的记忆中，象山当
地，“七月半”羹饭一般要摆两桌，分别用来祭祀
男方的先人和女方的先人；羹饭的菜品没有太
多讲究，以家常菜为主，要有鱼、肉、豆腐、青菜
面等，另外加点心和水果，但菜品要单数，七碗
或九碗。

宁波有一首至今传唱的童谣《十二月子
歌》，其中提到“七月老三拕银子”，说的就“七月
半”做羹饭的这一习俗。祭祀祖先时，总要烧一
些锡箔纸钱，烧完后用酒浇灭，祝告“银子拕走”。

“七月半”做羹饭，还包含了后人的良苦用
心。据《鄞县通志》记载：“各家设酒馔祀先……
谓之七月半羹饭；是时，新谷既登以荐其祖先，
然后食，谓之尝新。”《象山县志》中也有类似的
说法：“中元，各家以牲醴羹饭祀其先……以新
米粉为麦果供佛及祭祖先，谓之荐新。亲戚各
相馈遗。凡新谷既登，及瓜蔬等初上，必先供神
与祖先，乃食。” 记者 石承承

8月31日，全市城管系统2017年半年度工作分析
推进会暨“迎接十九大、全市保平安”动员部署会召
开。记者从会上获悉，半年多来，全市综合行政执法城
市管理工作在为民服务领域做了许多工作，引来市民
一片“点赞”声。

截至7月底，我市累计拆违1465万平方米，“三
改”2141万平方米，分别占全年任务的104%和178%，
提前完成了省里任务；拆后利用率达78%。

上半年全市完成城市河道综合整治12条，完成新
开河道工程1条，改造积水点33处，分别完成省年度目
标的67%、100%、110%；新建雨水管网48公里，提标
改造管网42公里，雨污分流改造41公里，分别完成省
年度目标的88%、94%、83%；清淤养护排水管网2214
公里，新建供水管网38公里，改造老旧供水管网42公
里，分别完成省年度目标的101%、96%、93%。

上半年，14幢大楼及5座桥梁实现亮灯。灵桥大
修工程已拆除临时便桥，正在逐步恢复两侧景观；桥下
空间（安全生产体验基地）项目和常洪隧道自动化监测
系统工程基本完成。内河沟通工程继续推进，谢家河、
洋市河二期整治进场施工。桃源水厂及出厂管线工程
全面推进，江北梅林调蓄泵站完工并投入运行。智慧
城管二期（第二阶段）项目建设基本完成。

道路平坦行动持续深化，完成市管道路沥青路面
整治3.7万平方米，人行道修复3220平方米，坑洞修
复2900平方米。实施智能咪表三期项目建设，投用
新表343台；“微停车”总用户数达7.9万户，停车次
数约19.6万次；夏禹路隧道正式接管，路灯亮灯率保
持在99%以上。积极推动公厕提质工作，问题发现率
较行动初期同比下降85%，各区平均满意率达87%以
上。宁波市园林博物馆基本完工，日湖公园景观提升

改造全面完成，主题绿色雕塑工程完成施工招标，树
穴、草坪、地被景观专项提升稳步实施。智慧城管再
上台阶，核心业务云平台完成迁移，停车诱导系统一
期建成。

开展夏季市容乱象专项整治，累计教育取缔乱设
摊、乱占道29万起，人行道违停抄告8.99万辆次、处理
4.65万辆次；查处生态领域案件110多起，办理建筑垃
圾违法处置案件410多件。

启动了工程质量安全提升三年行动。上半年在监
项目206个，新增39个，组织各类监督检查875次，参
加质量初步验收、竣工验收监督91个，验收合格一次
通过率达100%；完成竣工工程备案项目62个；完成轨
道交通单位工程验收2个，施工图审查结果备案37份，
发放施工许可证5张，市场秩序进一步规范。

记者 边城雨 通讯员 刘拥军 郭腾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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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民进名师团公益课堂
第四期本周日开讲

不论“鬼怪”
只说“怀念先人”

一部手机就能坐公交
宁海4条公交线路
装上银联云闪付设备

宁海4条公交线路装上银联云闪付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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