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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周晖/文 刘波/
摄）昨晚7点多，位于江北路林市
场的宁波水产品批发市场人声鼎
沸，人来车往，全面开渔后的“东海
第一网”海鲜开市交易，海鲜市场
已恢复了久违的闹猛人气。

“东海第一网！透骨新鲜啦！”
记者夜逛海鲜批发市场，只见宽敞
的大水产交易区，来自舟山、象山、
台州、温州等上百辆厢式冷藏运输
车分列排开，场面壮观，空气中弥
漫着浓重的海腥味，车道两侧挤满
了看货、订货、运货的买家与帮工。

货主刚打开后背厢门，等候多
时的买家就一拥而上，拼速度“抢

货”。“我要十箱！”“五箱！”在高声
吆喝声中，一车载着200多箱“热
气货”海鲜的厢式车在半个小时内
就被抢购得差不多了。

记者转了一圈海鲜市场，发现
今年“东海第一网”的品种比较丰
富，以鲳鱼、黄鱼、带鱼、鳗鱼、马鲛
鱼等经济鱼类为主。“从前方捕捞
和现场交易的信息反馈，今年东海
第一网的渔获比去年同期增加2
成，价格基本持平，估计今晚交易
量在400吨左右”，宁波绿顺水产
负责人戎永敢告诉记者，按照规
律，第一网的价格一般不低，但今
年黄鱼的捕获量较往年要多，批发

价较低，小黄鱼去年批发价约14
元每斤，今年8元左右。

记者在一家摊位前，偶遇去年
开渔时上过晚报头版的“海鲜哥”
汤师傅。去年汤师傅捧着一条半
人高大米鱼的大照片登上宁波晚
报的头版，一下子让他出了名，“晚
报影响力大，我为宁波海鲜代言”，
汤师傅笑着说，今年他卖的可是

“软黄金”——野生大黄鱼，在他手
中，一条3.8斤的大黄鱼，按每斤近
3000元，卖价超万元！不过，汤师
傅手中的大黄鱼已“名花有主”，

“临近中秋国庆，宁波人消费力强，
只要有货，不愁卖！”

“在软流层下无声的，炙热的
岩浆//企图窥探一次天光//于是
成了深埋地底的花岗//于是定格
成玄武漆黑的目光”

“我愿成为世间的狂风沙暴//
用一亿九千万年的时间//来把你

塑造成美丽的石浪”
……
这些都是孩子们对世界的刻

画，在他们深情又传神的笔下，地
理名词变成了令人眼馋的“情话”。

近日，宁波华茂外国语学校高

中地理教研组长、高级教师袁赛春
将学生作品整理而成的两期“地理
诗话”火爆朋友圈。“学生通过多种
修辞手法来形容妙趣横生的地理
现象，令人惊艳。”宁波华茂外国语
学校执行校长张立民表示。

本报讯（记者 谢晔）城市品
牌是一座城市的专属名片，承载
了城市精神和价值理念，展现的
是薪火相传的历史文化基因和城
市独有的个性资源。“南孔圣地·
衢州有礼”八个字，高度浓缩了衢
州这座城市独特的文化元素和气
质。

据了解，近些年来，衢州也带
着这一城市品牌先后走入北京、
上海、深圳等地“吆喝”，得到了当
地旅游组织和企业的认可和支
持。而在2020年9月，衢州终于
与宁波相遇。

今天上午9点30分，一场主
题为“山水衢州·礼遇宁波”的衢
州城市品牌推介会将在宁波阳光
豪生大酒店举行，届时将会有
160位市民、媒体代表莅临现场，
跟着主办方一起，在衢州美食的
包围中，一起“奔赴”衢州，领略群
山林立的丹霞地貌和流光溢彩的
古城风光。

衢州地处浙江省西部、浙江
母亲河钱塘江的源头，至今已有
6000多年的文明史和1800多年
建城史，是圣人孔子嫡系后裔的
世居地。作为南孔文化的发源
地，衢州孔氏南宗家庙是全国仅
有的两座孔氏家庙之一，“南孔文
化”逐渐成为衢州最具识别度的
标志。

记者了解到，自 2018 年以
来，衢州市立足南孔文化等优秀
传统文化底蕴，着力打响“南孔圣
地·衢州有礼”城市品牌。“衢州有
礼”，是衢州独特的城市精神和价
值主张。在衢州人看来，建设民
风淳朴、社会和谐的环境是给朋
友留下良好印象，促使大家“来了
再来”的前提。

据悉，此次来访宁波，衢州将
重点开展投资环境推介，并在长
三角一体化战略背景下，进一步
加快推进与宁波的山海合作，为
两地企业合作提供更多便利。

本次推介会，宁波晚报·甬上
APP将全程直播，您可以打开甬
上APP或扫描下面的二维码查
看。

鱼来了，虾来了
“东海第一网”

回来了！

学生的“情诗”作业惊艳了老师的朋友圈
没点地理常识，你还不一定能看懂

“山水衢州，礼遇宁波”
今天上午甬上全程直播

“我在网上找了很多有趣的地
理图片，发现了很多奇妙的地理现
象，然后搜素背后的地理成因，再用
文字表达出来。”高三学生林甬州宸
说，这是一个很有趣的过程，与此同
时还能够收获课外知识，“既培养了
探究能力，又拓展课外知识面”。

“林甬州宸同学很会抓地理景
观的特点，通过地理语言来描述其

形成过程。”
袁老师就他的作品展开分析

——“巧克力山//你与别人不同的
地方在于//雨季充满活力//旱季
充满甜蜜”，巧克力山是菲律宾保
和岛中部的一处自然奇景，它们在
雨季是绿色的，蓬勃生长，每到旱
季便转为褐色，犹如一板板的巧克
力排放在大地上，“活力与甜蜜就

是‘巧克力山’雨季、旱季表现出的
特点，通过他的描述非常生动形象
地展现在读者面前。”

“其实写地理情话‘三行诗’是
我之前布置的作业之一，灵感源自
于同学们送我的教师节贺卡内
容。”袁老师翻出每年的教师节朋
友圈，“他们本身就很善于通过这
种方式来表达情感。”

写首“情诗”用诗意描摹地理景观

诗意的文学和严谨的地理学
科相碰撞、融合，会产生独特的化
学反应。

“学生们将地理学中的一些术
语，用诗情赋予它独特的情感。比如
江南雨季形成之妙，秘鲁寒流形成之

酷，日本暖流汇聚之暖，西风漂流历
程之奇，原本普通甚至有些干燥的术
语，通过文学化表达，赋予这些大自
然的独特现象各自的性格和脾气，
将地理学科的理趣和情趣展现得
淋漓尽致。”语文老师曾小飞说。

地理学科和物理、语文、数学、
历史等学科密不可分，它与我们的
日常生活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袁老
师说：“除了‘三行情诗’，我还布置
了网红奶茶店选址、疫情前后人口
流动数据调查等个性化作业。”

除了“情诗”地理课还有许多有趣的作业

基于面向未来教育的背景之
下，单纯的传递知识已经不能为广
大学生所接受，通过跨学科的学习
方式能够帮助学生有序构建知识
体系，形成关于学科本身的大概念
和运用学科知识的方法论。

“如何准确地、巧妙地、灵活

地运用好跨学科知识整合，也是
我们地理教师上好课的关键之
一。”袁老师说，应对课堂上所用
的跨学科知识需要准确把握、准
确分析，真正把不同学科内容恰
到好处地整合到自己的教学中，
找准关联点，不牵强附会，也不

能钻得太深而影响地理课的教
学。

“下一步我们计划在校内开展
研学活动，进行天文观测、大气观
察、日影观测、日出日落方位测量、
热力环流等实验。”袁老师说。

记者 王伟 通讯员 宫瑞

有机共生 不同学科整合恰到好处

去年上过晚报头版的“海鲜哥”
今年卖的是“软黄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