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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鲁威 通讯员 陈光曙） 9月16日上午，中国·浙江海洋
运动中心(亚运会帆船中心)项目签约仪式在象山县石浦镇举行。昨天，浙江
省体育局副局长李华透露，该项目将成为全省首个能够承办水上项目国际
A级比赛的场地，也将成为亚运会帆船比赛的现场。

据了解，中国·浙江海洋运动中心(亚帆中心)项目位于象山县松兰山长
咀头区域，总投资约7.6亿元，建筑面积接近9万平方米，亲水平台2万平
方米左右，泊位1000个左右，分为比赛训练中心、水上运动基地、亚运村
及港池四大板块。

省体育局水上运动中心主任孟关良表示，这几年，国内的大帆船运动发
展很快，现在北边的大连、青岛，南边的深圳、厦门均建有大港池用于帆船停
泊，而中间的苏浙沪一带缺少一个合适的停泊点。为了选择帆船比赛的场
地，他们跑遍了全省的海岸线，发现象山的条件最好，尤其是水下不容易积
淤，适合帆船比赛。

孟关良表示，象山松兰山胜出，主要是因为松兰山区域四季分明，气

候温和，年平均气温16.3℃，常年温度在10℃到32℃之间，温和的气候与
水温保证了可常年进行比赛和集训。其次，松兰山拥有多处宽阔无障碍、
无条件限制的深水海域，平均自然水深(低潮位时)大于3米，航道平均水深
(低潮位时)在6米以上，可同时举行帆船、帆板等多个比赛项目。比赛场地
离岸均在1至2海里之内，无需长距离奔袭，满足比赛和训练的后勤保障和
救生救护要求。再者就是松兰山海域常年风向风速稳定，年平均风速4.5m/
s，月平均风速在4.0m/s至5.0m/s之间，适合帆船运动。

记者了解到，象山拥有良好的帆船帆板运动基础，早在1998年浙江省
帆船帆板集训基地(国家青少年帆板帆船训练基地)就落户松兰山，多次成功
举办国家级和省级帆船(板)比赛，积累了丰富的办赛经验，培养了一大批优
秀的帆船(板)运动员。

目前，浙江省体育局和象山县政府分别委托象山松兰山旅游开发有限
公司与浙江黄龙体育发展有限公司，合资成立浙江黄龙松兰山体育发展有
限公司，负责项目开发建设，预计将于2021年全面完工。

亚运会帆船比赛场地花落象山
松兰山将建起浙江海洋运动中心

昨天，来自英国足球冠军联赛诺丁汉森林队的三名教练出现

在富邦体育场，对宁波市青少年足球队进行了指导。据了解，这次

足球培训活动是今年我市中英文化交流活动项目之一。

记者 戴斌/文 记者 胡龙召/摄

本报讯（记者 庞锦燕/文 记
者 周建平/摄）昨晚，“博洋家纺·
净静鹅绒”第25届新丝路中国模特
大赛宁波赛区第三场海选在东部新
城恒大城市之光广场火爆上演（右
图）。25名身材高挑的俊男美女先
后以T恤、泳装、品牌服装、晚礼服
四轮走秀登场亮相。

昨晚，随着动感而时尚的音乐
响起，25位参赛选手依次亮相T
台。专业的培训指导，加上这段时
间的闭关练习，大部分参赛选手脸
上都找不到羞涩与稚嫩，他们专业
范儿十足，在T台上尽情绽放自己
的青春与活力。

大赛分成“超模”（专业）和“潮
模”（非专业）组选拔。专业组对选
手气质与专业台步有更多要求；非
专业组则主要根据选手脸型、五官
比例、面部表情、个人气质评分。记
者在现场看到，在专业组别中，宁波
市甬江职业高级中学的8位男模阳
光帅气，人气颇高。甬江职高航空
模特专业带头人潘晓玲告诉记者，
参加这次海选的男模是来练胆量
的。“这批孩子中有几个是今年才入学的高一学生，我觉得新丝路
是个很好的锻炼机会，所以推荐他们来试试，前两天他们还在学校
接受赛前培训呢。”

第25届新丝路中国（宁波）模特大赛是宁波日报报业集团都市
报系与新丝路时尚集团主办的，由宁波博洋家纺总冠名，麦中林服
装公司全程指定服装赞助，杉杉服装公司全程男装赞助的国内时
尚界极具影响力和权威性的顶级品牌赛事。

下次海选将于9月18日在宁波书城主广场举行。大赛预计于
9月24日举行决赛，宁波赛区产生的十强选手将继续参加浙江省
总决赛。

英国足球教练指点我市小将

秀出自我 绽放青春
新丝路模特大赛宁波赛区第三场海选上演

本报讯（记者 陈晓旻/文 记者 周建平/摄）昨日，《舌尖上
的中国2》之《相逢》篇的导演陈硕应邀来到宁波，参加在城南书
院举行的第二届宁波国际微电影节纪录片单元展映活动（上图）。

在美食飘香的南塘老街，陈硕和大家分享了关于美食大片的
拍摄心得，并与现场的观众进行探讨和互动，开启了一次味蕾的
别样旅行。据悉，这次老家在象山的陈硕也有作品报名参加第二
届宁波国际微电影节，他说：“因为这是家乡举办的微电影节。”

用美食来描述社会变迁

陈硕导演是宁波象山人，毕业于四川大学哲学系，2004年只
身远赴法国学习电影两年，擅长用独特的视角、饱含温度的人文
情怀来拍摄美食。他的代表作品《舌尖上的中国2之相逢》《寻味
之旅——138种食材的奇妙旅行》《寻味之旅2——158种食材的
奇妙旅行》，用美食来描述中国的历史发展和社会变迁，在业界大
受好评，曾荣获2015中国广告长城奖网络节目金奖、第22届中
国电视纪录片最佳网络人气作品、2016“金熊猫”国际纪录片节
最佳新媒体纪录片等奖项。

最想拍摄家乡的大黄鱼

作为宁波人，他最喜欢吃家乡的有壳的海鲜，各种贝壳或者
螃蟹等。他曾经拍过象山的淡菜，讲的是一位曾经以采淡菜为生
的渔民，后来去了台湾，也是一个承载生命聚散离合的美食故事。

当记者问，最想给家乡的哪种海鲜拍纪录片？他毫不犹豫地
说：“当然是大黄鱼，几乎每个在沿海生活的人，都对大黄鱼有一
定感情。在我们的社会变迁和经济结构中，大黄鱼也是很有故事
的。而且，对海洋环境的关注也是具有现实意义的。”

用食物记录

每一次生命的聚散离合

——《舌尖上的中国2》导演陈硕专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