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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边城雨 通讯员 张
路 文/摄） 昨天下午，鼓楼地铁站甬
城惠客厅热闹异常，这里正在举办《宁
波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条例》普法宣
传系列活动之旧物集市。本次活动由
市人大、市文明办、市教育局、市生活
垃圾分类领导小组办公室主办，市生
活垃圾分类指导中心承办。

今年10月1日，《宁波市生活垃
圾分类管理条例》将正式施行，这意味
着我市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将迈入强制
时代，违反规定的个人、单位会面临相
应处罚。因此，市生活垃圾分类指导
中心主任余宁在活动中向市民呼吁：
每位市民都是法律的宣传者、监督者
和维护者，希望大家能够带动身边的
家人、朋友，积极参与到生活垃圾分类

中来，自觉践行源头精准分类和投放，
为创建美好家园作出应有贡献。

活动现场还为大家安排了旧物集
市环节，除了提供以物换物的平台，还
让现场的小朋友将家中闲置物品与他
人互换，物尽其用。

“孩子是家庭、社会的希望，也是
开展生活垃圾分类工作的重要力量。
希望通过今天的活动，能够在小朋友
的心中树立起源头减量、循环利用的
理念。”市教育局计财处处长蒋和法
说。

昨天的活动是我市加强生活垃圾
分类法制宣传教育的第一站。接下
来，还有普法宣传之阿拉来分类、读本
见面会、全民分类日等大型互动类活
动，期待广大市民的积极参与。

本报讯（记者 边城雨 通讯员 张
昊桦 邬佳燕）“房屋租赁期间，甲方提
供完好的室内燃气设施及其附属设施
（包括燃气灶、热水器、连接软管等），并
经双方确认，以及告知安全使用燃气等
相关知识。乙方负责燃气设施的定期
检查维护更新……”日前，家住江北区
莲荷小区的高先生签订了一份租房合
同，他表示，在他多年的租房生涯中首
次看到合同中有关于燃气安全的条款，
他承诺会以身作则，重视燃气安全。

据悉，自8月13日起，江北区综
合行政执法局联合该区房屋中介机
构，将燃气安全写入租房合同条款，进
一步明确租赁双方使用燃气的义务，
探索破解燃气安全管控难题。目前，

该区已有15家房屋中介机构承诺采
用新款房屋租赁合同。

江北区综合行政执法局相关负责
人表示，去年该区共发生3起户内燃
气闪爆事故，其中2起发生在出租房
屋中，事故原因均为租客使用不当。
经调查，租客对燃气设施的安全操
作使用知识认识不够，对不属于自
己产权的燃气设施维护更新意识不
强，且出租户人员流动量大，燃气安
全监管确实存在难点。为此，江北区
综合行政执法局积极寻求破局之法，
从普惠性的宣传转变为点对点的宣
传，修改完善租赁合同，增加补充燃气
安全条款，让房屋出租与燃气安全监
管工作无缝衔接。

垃圾分类普法宣传
首站走进鼓楼地铁站

活动现场活动现场。。

江北首次在房屋租赁合同中
加入燃气安全条款

弘扬慈孝文化，把“根”留住

在东吴镇，有一个与千年古刹天童寺紧密相连的山村——
三塘村，因寺而兴，几百年来生生不息。三塘村崇文重教，慈孝
文化更是深入人心，每个村民都会说上一段“杜孝子传说”。明
崇祯年间，天童庶民传承孝道，兴建太白庙。

天童人民为纪念他，在每年农历九月十六举行传统的“天
童镴会”。旧时，庙会活动持续3天。行会时，用24只镴制大
盘供丰盛祭品，各种花篮、灯具、茶具等都用镴铸，还有镴铸的
青龙刀、吴钩、蛇矛等古代兵器，无不体现“天童镴会”的民间地
方特色。

2013年，中断了64年的“天童镴会”恢复了。巡游队伍绵
延数公里，现场吹吹打打，笙歌悠悠，人山人海，热闹非凡。庙
会期间，太白庙、顺娘庙都有社戏演出。三塘村的农户还户户
备酒菜两三桌，供行会人员和过往客人进餐。庙会从准备到结
束持续半月之久，正式活动从农历十四日五更起至十七日下
午，持续3天。

2014年，“天童镴会”被列入鄞州区非遗名录。九月半“太
白庙天童镴会”已延续了数百年，已是约定俗成的一项具有浓
郁地域特色的民间民俗活动，每年吸引几万游客从四面八方赶
来看热闹。

“慈孝是中华传统文化的命脉。如果把传统文化比作一颗
大树的话，慈孝就是这棵大树的‘根’。根是树的存在之本。我
们一定要把根留住，使中华传统文化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不断地
浇水施肥，使其焕发出勃勃生机。”东吴镇相关负责人透露，今
年10月，东吴将继续推出“天童鑞会”祈福会，现场发布“游老
街天童 赏山水古刹”主题旅游路线，“文化”+“旅游”会吸引更
多的人气。

传承龙舟文化，打造“端午小镇”

8月25日，云龙镇首届“商会杯”龙舟联赛精彩上演，12支
参赛龙舟队竞逐长山江，吸引了很多市民驻足观看。

“往年，只有在端午节能看到这么大型的龙舟赛。今年我
们镇里举办的龙舟联赛，可以连着看好几个月，总算是过足瘾
了。”云龙镇居民张曙栋是龙舟赛爱好者，今年龙舟赛从8月持
续到10月，他至今一场都没落下。

1976年，甲村石秃山出土的国家一级文物——战国时期
的“羽人竞渡纹铜钺”，是至今全国发现的最早的龙舟竞渡文
物。据史料记载，宁波地区在2000多年前的宋朝就盛行龙舟
竞渡。民国时期，云龙庙会的龙舟竞渡影响非常大。

2009年，云龙镇“龙舟竞渡”项目被列入鄞州区非物质文
化遗产名录，前后陈村居民水春华成为云龙镇“龙舟竞渡”项目
的非遗传承人。2013年6月，云龙镇被命名为浙江省民间文
艺传承基地(龙舟竞渡)和宁波市优秀民间文艺传承基地(龙舟
竞渡)。2014年，云龙镇正式成为“中国龙舟文化之乡”。

这几年，云龙镇不断推动“特色龙舟”向“品牌龙舟”升级。
2009年至今，云龙镇已连续11年在端午期间举办“端午看云
龙”大型民俗活动，赛龙舟更是其中的重头戏。11年来，云龙
龙舟村从2个发展到12个，龙舟竞赛队伍从3支发展到20余
支，云龙镇“龙舟竞渡”活动的影响力早就走出宁波，走向全
国。这几天，一支由学霸组成的浙大龙舟队慕名来云龙取经，
他们看中的就是这片土地的龙舟文化和专业人才。

“通过一场场龙舟赛，让大家感受云龙特有的龙舟文化，让
这项传统文化得到更好的传承。”云龙镇党委书记洪峰说，他们
将继续做大做强这个独具地方色彩的龙舟文化，打响“端午小
镇”品牌，助推乡村振兴。

记者 薛曹盛 通讯员 杨磊 杜元波 鲍丹萍

把“根”留住
鄞州发掘传统文化助力乡村振兴

全国首个“中国海丝文化之乡”“中国博物馆文化之乡”“中
国龙舟文化之乡”“《三字经》的故乡”……这些具有鄞州文化特
色的品牌，市民都耳熟能详。

这两年，鄞州对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不遗余力。东
吴镇的九月半“太白庙天童镴会”已成为一场民俗盛事；而云龙
镇的“端午看云龙”已举办 11 年，成了村民翘首以盼的活动。
把“根”留住，让传统文化在新时期重焕新生，助推乡村振兴，鄞
州走出了自己的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