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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娱 A12

上周村定位：
以梅源溪谷传统村落为载体
发展人文旅游

上周村是鄞东南地区文化多元化
的独特载体，是鄞东南古村落生产生
活及文化体系延续的典型代表。这里
是周尧的出生之地，也是他从事昆虫
研究的启蒙之所。

根据批前公示，上周村将塑造成
具备完整聚落生态形态和典型传统村
落格局的鄞东南历史文化名村典范。

其中，核心保护范围有北、南、西
三片区域，面积4.67公顷。重点保护
巷弄主要位于梅溪分支东西两侧及下
游南北两侧，包括西一巷、西一弄等在
内的11条历史街巷。重点保护文物
为周尧故居、宝庆庙。

上周村的规划空间结构为“一核、
两心、六点”。

一核：旅游服务中心和宝庆庙、
村委会、祖乐堂组成的功能复合化的
配套服务核心；两心：洪武禅寺节点
和周尧故居-周氏宗祠节点是村落内
具有空间标志意义的核心功能节点；
六点：长屋建筑群、茶屋、明清长屋
合院、黄泥岭古道入口、“门里人”
长屋合院以及树下溪坑。

雁村定位：
以梅溪原生景观为核心
发展特色民宿

雁村是古代中国农耕社会乡村聚落的典型
代表，其一大特色是“长屋”，多在七开间以上，
木构两层，沿山地等高线在狭窄的台地上以独
幢建筑的形式存在，除房前空地外，自身不构成
院落。

雁村的核心保护范围以梅溪两侧村落格局
完整的地段为核心，面积4.6公顷。

根据批前公示，在空间布局上，形成“一核、
一带、两心、九点”。

一核：童氏宗祠、村委会、老年人活动中心，
是村落建成以后的主要活动区域，组织祭祀、集
会、休憩娱乐等公共活动的最重要场所；一带：梅
溪是村落赖以形成发展的主要线索，也是村庄形
态的主要骨架；两心：镇溪桥-入口广场节点、云
溪亭节点是村落内具有空间标志意义的核心功
能节点；九点：具体为夏家村的中横广场、镇安
桥-旅游服务展示点、雁溪桥-步汀、后山头-木
堂檐长屋、周序房、桑树下龙潭、张家长屋、洪坑、
步汀-朝北地长屋、步汀-马家园长屋。

根据批前公示，重点保护的历史巷弄位于
梅溪北侧，包括南一巷、北一弄在内的13条历
史街巷。确定39处传统风貌建筑，保持建筑原
有的高度、体量、外观形象与色彩等，外部维持
传统风貌，允许内部更新。 记者 周科娜

接受华师大宁波艺术实验学校学生敬献
的红领巾时，俞丽拿俯身蹲下的举动，感动了
在场的众人。 记者 严龙 摄

本报讯（记者 庞锦燕）“我是老宁波，
一直想着能为家乡做点什么，这次总算心想
事成了。”昨日，俞丽拿小提琴艺术基金宁波
实验基地在宁波文化广场大剧院签约，著名
小提琴艺术家俞丽拿的这番朴素表达感人至
深。在揭牌仪式上，78岁的她再次拿起小提
琴，演奏了成名作《梁祝》。

俞丽拿是鄞州姜山新张俞村人，生于上
海。1959年，小提琴协奏曲《梁祝》首演，年
仅19岁的俞丽拿担任小提琴独奏，一举成
名，《梁祝》也成为“中乐西奏第一曲”。

俞丽拿回忆，自己还是大学生时，最苦恼
的就是小提琴在国内不太受欢迎，演出没有人
鼓掌。“人都是要有梦想的，我演奏《梁祝》前就
常想：什么时候小提琴也能‘讲中国话’？你
看，年轻时候的梦想，只要一步一步踏踏实实
地去努力，最终都会实现。现在宁波不是正在
建设‘一都三城’吗？我相信朝着目标一直走
下去，宁波也会实现自己的梦想。”

昨天，俞丽拿小提琴艺术基金宁波实验
基地落户位于鄞州区的华师大宁波艺术实验
学校。其实早在1993年，俞丽拿为了培养一
批拔尖人才，成立了国内第一个以艺术家名
字命名的“俞丽拿小提琴艺术基金”。为什么
选择宁波做实验基地？俞丽拿回答说：“我虽
然生活和工作都在上海，但对宁波的感情很
深。另外，作为一名从事小提琴教育的老师，
能做的就是为家乡的小提琴苗子提供力所能
及的帮助。这一点和家乡的‘音乐之城’建设
也是契合的。”随行的俞丽拿小提琴艺术基金
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没见过这么敬业的音乐
家，她从每周一到周四都是连续14个小时上
课，有时候中饭都顾不上吃，连她的儿子、钢
琴家李坚都拿她没办法。”

说起宁波的小提琴学习环境，俞丽拿不
由竖起了大拇指。“宁波的弦乐氛围和基础都
不错，有一批非常有教学经验的小提琴老师，
好几名小提琴学子进入了上海音乐学院等院
校，有些宁波籍学生还在全国重要比赛中屡
次获奖。”

据了解，今后“俞丽拿小提琴艺术基金宁
波实验基地”将成立学校管弦乐团，依托基金
会有计划地开设室内乐与乐队训练课程，指派
管弦乐专家进行常规乐队排练，将其打造成全
国一流的青少年管弦乐团，还将邀请专家每年
对鄞州区部分优秀音乐教师进行短期培训，快
速形成学校自身的高水平教学师资力量。

“老宁波”俞丽拿回家乡
以她名字命名的
小提琴实验基地落户鄞州

鄞州两个历史文化名村
有了保护规划
上周村发展人文旅游 雁村发展特色民宿

鄞州区塘溪镇名人辈出，
从这里走出了生物学家童第
周、革命家沙氏兄弟、油画家沙
耆、昆虫分类学家周尧……塘
溪镇的历史文化名村该如何保
护，牵动着众人的心。

昨天，市规划局鄞州分局
的官网上，《塘溪镇上周村历史
文化名村保护规划》和《塘溪镇
雁村历史文化名村保护规划》
正在批前公示。7月7日前，市
民可将意见和建议以书面形式
反馈给该分局。

这两则批前公示，对塘溪
镇的两个历史文化名村进行了
清晰的功能定位。其中，上周
村，以梅源溪谷传统村落为载
体，以聚落生态形态为核心，发
展人文旅游；雁村以梅溪原生
景观为核心，发展特色民宿。
规划期限至2030年。

上周村村庄保护区划图

雁村历史文化遗存分布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