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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女主+古风+甜宠题材

网剧《招财锦鲤》
昨在象山开机

本报讯（记者 吴丹娜 通讯
员 吴宙洋） 昨天，网剧《招财锦
鲤》在象山影视城开机。该剧改编
自人气小说《招财锦鲤：猎户娇妻
超旺夫》，由邱钧雅、蔡馨慧编剧，
门奕执导，吕鹏兴、蔡萱逸、段奕辰
等担纲主演。

原著《招财锦鲤：猎户娇妻超
旺夫》是一部人气IP，作者百里砂
擅长古代言情题材，曾创作多部同
类作品如《农家小福妃》《法医女
相》等，粉丝众多。网剧《招财锦
鲤》讲述了现代美女总裁唐时锦莫
名进入到一个陌生时代，变成一名
小村姑，利用现代经济头脑开始了
经商之旅。

导演门奕向记者介绍，该剧选
用当下最热的大女主+古风+甜宠
题材，故事新颖有趣，爱情俏皮甜
蜜，加上演员都很青春阳光，应该
会很有看头，“女主人公落入山村，
身负悲惨身世，不仅没有垂头丧
气，反而凭借经商头脑和开朗正义
的性格，最终事业爱情双丰收，弘
扬了当代正能量爱情观和价值
观。”

主演吕鹏兴因 2018 年参演
《我在大理寺当宠物》，在剧中饰演
蛊王而在演艺圈崭露头角；2019年
他出演玄幻片《月老传之幽冥绝》，
在片中饰演洛河，也给观众留下深
刻印象。对于这部新作，吕鹏兴表
示是一种新的尝试，他很期待。

鄞州云龙，有一个石桥村
这里是唐代明州刺史黄晟后人聚居地
历史积淀深厚，还有红色基因，名人辈出，老宅众多……

在宁波鄞州区云龙镇的东南面，
有一个石桥村，是唐朝明州刺史黄晟
后人聚居地。夏日天晴的时候，在夕
阳的映照下，这座村庄显得格外静谧
而迷人。踏进村子，粉墙黛瓦的老宅、
虬枝盘旋的古树、微波荡漾的河道，处
处透露出其江南水乡的底色。

体彩开奖信息

3D第2021218期：7 3 0
七乐彩第2021094期：
04 05 11 14 20 22 23 03
6+1第2021094期：
2 3 0 6 7 3 牛
15选5第2021218期：
08 09 10 11 13
快乐8第2021218期：
03 06 07 09 19 26 35 41 45 46
49 50 51 59 61 63 74 77 78 80

福彩开奖信息

大乐透第21094期：
05 06 24 27 33 05 12
20选5第21218期：
01 03 04 19 20
排列5第21218期：
5 3 0 6 5

（均以公证开奖结果为准）

开机仪式现场。通讯员供图

这座老宅中走出了美籍华人黄
圣仪先生，他于1947年来到美
国，1951年联合国秘书处招考
中文译员，黄圣仪以优异的成绩
脱颖而出，成为联合国最年轻的
工作人员之一，至1983年退休
时，任秘书处人事厅长办公室专
门助理主任，是这一关键部门举
足轻重的人物。

黄圣仪故居东侧不远处，是
修缮较好的黄庆苗祖居。黄庆
苗先生是浙江省“爱乡楷模”、
宁波市“荣誉市民”，他1949年
赴香港发展，创办了安泰集团。
黄庆苗先生心系桑梓，善行天
下，先后捐建宁波大学黄陈月莉
楼、云龙镇石桥小学等，捐赠额
达数千万元。

如今，这座江南小院的一楼
主要为石桥村历史与黄庆苗先
生事迹的介绍。二楼主要陈列
了黄庆苗先生当年使用过的一
些物品和老物件。陈列的物品
中，有一些非常有价值。

村里的老人说，著名考古专
家、上海博物馆原副馆长黄宣佩
以及被周恩来总理亲切地称为

“棉花姑娘”的黄建英，都是石桥
村人，亦是村民的骄傲。

村里的太阳桥、世锦桥两座
老桥历经沧桑，至今仍供村民往
来所用。太阳桥附近是鄞南暴
动指挥部旧址——石桥村廿九
房。旧址的三间房子经修缮后
仍有人居住，而那段红色革命故
事仍在村中相传，激励着村民建

在村子的正中心，保留着
一处太傅祠，是黄晟后人用来
供奉、感怀先祖的圣地。木门
厚重庄严，院子里，清代道光年
间的几方石质香炉历经香火熏
陶，显得古朴沧桑。

据《鄞县志》记载，黄晟字
明远，少年时骁勇过人。时桃
花渡（今三江口新江桥一带）有
蛟为虐，害民甚众。黄晟仗剑
下水，斩杀两蛟，持蛟头从江中
出。时人赞其大勇。唐景福元
年（892年）黄晟任明州刺史，至
公元909年，在任长达18年之
久。石桥村的老人说，黄晟发
动民工采石筑罗城，城周长18
里，扩大了明州城的范围。为
了纪念黄晟斩蛟的壮举，每年
端午节，宁波百姓都会用菖蒲
草染上雄黄绑成宝剑的样子挂
在门口，这一习俗沿袭至今。

作为名人之后，石桥村人
一直重视教育，民国时村里办
有石桥初小、霞山初小。如今，
石桥初小的一栋教学楼位于石
桥学校内，沐风栉雨，仍保存完
好。学校内还存有一块石碑，
上书“石桥初级小学”几个遒劲
的大字，是筹办人之一黄宝琮
先生所书。石桥初级小学是鄞
州较早建成的现代教育楼，是
鄞州区教育事业发展的重要历
史见证之一。

与石桥初级小学旧址一墙
之隔，是一座石库门结构的老
宅，门楼由青砖砌筑而成，简洁
大方，两层小楼由正厅和左右
厢房构成，月梁雕工细腻。从

设新村，发展经济。世锦桥南
侧，则是村人引以为傲的石桥大
会堂，这座建于上世纪六七十年
代的大会堂，曾经可以容纳上千
人开会、观看文艺演出，在那个
时代让石桥村出尽了风头。“那
时候，我们村里的男青年到外村
找对象都有底气。”一位村民笑
呵呵地说道。如今，这座富有时
代印记的大会堂仍是石桥村村
民举行文化活动的重要场地，幸
福的歌声在这里一直传唱。
记者 张培坚 通讯员 鲍丹萍/文

记者 张培坚/摄

石桥初级小学旧址。

鄞南暴动指挥部旧址——廿九房。

村民在老宅门口憩息。

村里的太阳桥村里的太阳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