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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宁波这座城”征文活动由
中共宁波市委宣传部、市教育局、宁
波日报报业集团联合主办，都市报
系和宁波出版社承办，首创于去年
宁波建城1200年之际。由于宁波中
小学生的积极响应和参加，首届征
文活动取得了出乎意料的成功，省
委常委、市委书记彭佳学也为此点

赞。带着彭佳学书记“把‘我和宁波
这座城’征文活动常态化办下去”的
期许，今年4月，第二届“我和宁波
这座城”征文活动如期开启，近
3000名同学投稿参加征文评选，同
学们动情地写下宁波的历史文化和
现代文明，甬城风韵在笔下呈现，城
市风貌在眼前展开。

经初评、现场作文决赛及评
选，今年共有307位学生的现场作
文分获一、二、三等奖及优秀奖，66
位老师获得“优秀指导老师”荣誉
称号。7月31日晚，他们欢聚一堂，
收获了现场的喝彩和祝福，也收获
了成长道路上富有纪念意义的一
项写作荣誉。

“我是一粒尘埃，落入你的怀
抱，吸食你的海味，感受你的血泪，
跟随你的远航。”这是小学二年级
学生张晨熙决赛作文的开篇，让人
非常惊艳！

本次现场作文决赛，小学低段
组（1-3年级）的命题“宁波风”有
一定难度，让评委老师们惊喜不已
的是，难题之下，数篇佳作脱颖而
出。“鸥鸣破晓，红日渐升，船只归
岸，鱼跃于甲板之上。繁忙的一
天，载着黎明的清露，从此刻伊

始，这是我们沿海城市独有的繁忙
清晨……”张晨熙这篇短短500字
的《宁波风》文字优美，紧扣主题，
他也因此获得了小学低段组的一
等奖。

像这样精彩的佳作在本次比
赛的各个组别中涌现了一大批，

“我发现宁波人过年，大转盘桌上
少不了这一道美食，刚硬的外壳下
是柔软的蟹肉，正如宁波人一样，
看似咄咄逼人的吴语下，是一颗脚
踏实地的心”“宁波城与宁波人紧

密不可分，浪漫藏在高架上粉红的
花海里，也藏在天一阁氤氲着书香
的小角落”……字里行间展示着学
子们飞扬的文采和才华，也流淌着
他们对宁波的爱恋和深情。

荣获初中组一等奖的宋语婕，
是慈溪阳光实验学校的初三学生，
当晚，她作为获奖选手代表发表了
感言，“能与这么多全市的作文高
手同场竞技，参赛过程让我振奋而
回味。这是一次很好的学习机会，
也是难得的成长经历。”

深情歌诵对宁波的爱恋
选手们展示写作才华

B

海曙区镇明中心小学教师毛
亚红是本次征文活动的“优秀指导
老师”之一。

她在现场感言：“宁波的诗意
与温暖，宁波的现代与古朴，宁波
的厚重与典雅，让每一位生活在它
怀抱里的人沉醉与自豪。‘我与宁
波这座城’征文活动，为宁波的学
子书写家乡、表达对宁波的爱搭建
了一个最好的平台。”选手们从经
历初赛，到奔赴现场，聆听作家午
歌的写作指导以及一小时里的现
场作文，毛老师说选手们都在飞快
成长，“这是一堂多么与众不同的

大语文课”，大家的心里都会由此
埋下热爱家乡、热爱写作的种子。

市委宣传部新闻处副处长刘
静在祝贺选手们脱颖而出的同时，
也为此次征文比赛点赞，“这对青
少年是一次很好的家国情怀教育”，
她说，“爱国从爱家乡起步”，现场的
才子才女们对家乡有自己的想法和
感悟，“希望你们以后无论走到哪
里，都能去书写更多精彩的‘我与宁
波这座城’的独特故事。”

值得一提的是，今年的“我和
宁波这座城”系列活动内容更丰
富、参与面更广，除了中小学生的

征文比赛，9月份还有绘画活动，面
向大学生们的社会实践活动也正
在征集中。颁奖典礼现场还启动了
暑假博物馆研学实践特别活动，该
活动由市教育局和市文广旅游局
联合组织，现代金报和宁波多家博
物馆协办。宁波的多家博物馆将在
暑假期间推出内容丰富、形式多样
的研学实践活动，供同学们自由选
择、自愿参加，且公益免费（部分收
取材料费用），感兴趣的同学可以
关注“宁波教育”“现代金报”公众
号和甬上APP（教育版），获取报名
信息。

一堂与众不同的大语文课
“是学子们书写家乡的好平台”

C

获奖师生欢聚一堂
300多位学子收获奖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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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学组的研学主题为“赓续宋韵基因，厚植文化自信”，由东钱湖
文化学者、南宋石刻公园原负责人刘平平和宁波东钱湖旅游学校老
师、国家二级茶艺技师楼帆担任研学导师。他们带领同学们来到了东
钱湖的南宋石刻公园和福泉山茶场，感受宋韵风华。

□现代金报 |甬上教育 见习记者 林桦

览南宋石刻群
体验制茶乐趣

走进南宋石刻公园，南宋史
氏家族的墓道石刻展品便映入眼
帘。专家刘平平通过生动的解说，
给大家展开了一幅南宋画卷。

“文物的意义在于能为我们
呈现那个年代的真实信息，每一
处都是历史的痕迹。”刘平平指着
两匹马的石刻问同学们，能不能
分辨那哪匹是公的，哪匹是母的。

“我觉得这个是公的，因为这
匹比较大！”同学们仔细观察后，
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刘平平笑着介绍说，“你们看
这个马侧面的花纹，印着的牡丹
花代表富贵，东海海浪代表福如
东海，所以这个就是公马，宋朝是
非常讲究规制的年代，而母马就
没有这些花纹。”同学们凑近一

看，恍然大悟，无一不感叹古人的
细腻和智慧。

再往公园里走，可以看到两
排石刻耸立在旁，刘平平说，这些
石刻分别是文臣、武将、立马、蹲
虎、跪羊，分别寓意了“忠、勇、义、
节、孝”等含义，这也是当时南宋
的主流意识，是老百姓公认的道
德价值观。

宁波荣安实验中学311班的
鲍佳琪游览完石刻公园之后，感
觉进行了一场时空穿越，感慨颇
深，“虽然它们或多或少有一些残
缺，但我觉得这正是它们穿过历史
长河为我们呈现的最真实的状态，
前人费尽心力让它们被后人看到，
而后人则循着前人留下的蛛丝马
迹，再次让它们重见光明。”

短暂的休息过后，研学团又
来到了福泉山茶场。沿着一圈一
圈的盘山公路，驶向壮阔的茶园。
同学们还没抵达目的地，就被一
片绿意虏获了心。

车刚停稳，同学们就迫不及待
地下车，置身于茶园之中。凑近茶
叶就可以闻到茶的芳香。“采茶的
时候注意要采摘‘一芽一叶’，这样
的茶叶是最嫩的。”茶艺技师楼帆
细心指导同学们如何采摘茶叶。

半小时后，同学们的小茶篓里
已收获颇丰，他们红扑扑的脸上沁
出不少汗珠，但依然难掩兴奋。

“这是新鲜的茶叶，把它们采
下来是做茶叶的第一步。如果是制
作绿茶，接下来还要经过摊青、杀
青、干燥等工序。”工作人员一边给
同学们介绍茶叶的制作流程，一边
让他们拣出符合“一芽一叶”标准
的茶叶，准备现场手工炒制。

只见炒茶师傅的手不加任何
防护，在250多摄氏度的锅里翻
转。他要把新鲜茶叶里的水分都
烘干了，再徒手压成扁平状。学生
们在旁发出惊叹的声音：“这就是
传说中的‘铁砂掌’啊！”

随着茶叶在锅中翻炒，香味
愈发浓烈，阵阵扑鼻，学生们从一
开始害怕高温烫伤，到后面伸出
手跃跃欲试。在师傅的指导下，几
个学生小心翼翼地尝试了一下，
清新的茶叶在指缝中流淌。接着，
宁波福泉山茶场的负责人张小虎
带同学们参观了自动化“制茶”设
备，让他们对茶叶的生产过程有
了初步的了解。

宁波诺丁汉大学附属中学
202班的戴舒帆在体验了采茶、
制茶、品茶的全过程后，对茶文化
有了更深刻的理解，“我们从茶里
喝出了中华文化的千年积淀，让
我能更好地去保护、传承、发扬我
们中华民族的茶文化。”

采茶、制茶到品茶
感受传统茶文化的魅力

穿梭古今 叹古人智慧
从南宋石刻中感知沧桑历史

一首宁波学子歌咏家乡的恋曲
第二届“我和宁波这座城”征文活动圆满落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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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午9点多，同学们到达首站万
博鱼航海中心帆船基地，洪晓骆带领
同学们探索帆船出海的秘密。洪晓骆
先给同学们普及出海安全知识。

“同学们，我手里的这两件救生
衣，你们是选黄色的还是红色的？”

“黄色！”“红色！”同学们答案各异。
“应该选合身的！”洪晓骆告诉同学
们，如果救生衣偏大，落水之后可能
就会从身上脱落，从而带来危险。

随后，洪晓骆又给同学们讲解
帆船运动常用的两种绳结打法——
平结和8字结。“同学们，你们猜解开
这个结需要几秒？”“3秒！”“2秒！”

“4 秒！”同学们七嘴八舌猜测道。
“来，我们数一下，准备……开始！”

同学们还没开始数秒，洪晓骆已经
变戏法似地解开了手中的平结，这
让同学们惊奇不已，对打结也有了
浓厚的兴趣。

“大家注意，左压右，右压左。”
在洪晓骆老师的指导下，同学们很
快掌握了打结的秘籍，一个个顺利
打出了合格的绳结。

了解完帆船的秘密后，同学们穿
好救生衣，分组乘坐帆船出海体验。

“这海水像木莲冻！”“这片海里
有鲨鱼吗？”“前面那座桥好漂亮！”
坐着帆船在梅山湾海面乘风破浪，
同学们七嘴八舌地讨论着，兴奋劲
溢于言表。“海风真舒服！”蔚斗小学
陈靖昊开心地说道。

打结也有大学问

了解航海黑科技
下午，同学们来到活动的第二

站——中国港口博物馆，探访古船
的秘密。中国港口博物馆馆长冯毅
十分重视，特意安排出时间和同学
们见面，从河姆渡到北仑港，讲述藏
在里面的历史、地理和文化。“博物
馆是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桥梁，
希望你们以后每年至少能走进一次
博物馆，它能告诉我们很多道理，带
给我们很多启迪。”冯馆长语重心长
地给同学们建议道。

午歌老师在课堂上则从汉字
“舟”和“船”开始，结合诺亚方舟故
事，和同学们探究汉字的演绎和航
海的黑科技，同学们不时地拿起笔，
在笔记本上记下知识点，为研学作
文准备好充足的资料。

了解了古船的秘密与历史，同
学们开始动手制作“绿眉毛”船模。
小小的零部件精致而复杂，既考验
动手能力，又考验动脑能力。

活动最后，工作人员带领同学
们参观中国港口博物馆，在和历史、
海洋的对话中，圆满结束了一天的

研学活动。

乘帆船出海
探访古船秘密

乘坐帆船出海、探究中国古船
的发展历史、拼装船模了解古船结
构……7 月 31 日，30 余名小学组选
手前往北仑万博鱼航海中心和中
国港口博物馆，开启以“乘风破浪！
探索古船与航行的秘密”为主题的
城市文化研学一日营活动，由百万
级畅销书作家午歌和资深帆船航
海家洪晓骆担任研学导师。

□现代金报 |甬上教育
记者 张培坚

7月31日，参加当晚颁奖典礼的部分获奖选

手还参加了征文大赛组委会推出的城市文化研

学活动。城市文化研学活动分为小学组和中学

组，小学组的研学主题为“乘风破浪！探索古船

与航行的秘密”，而中学组的研学主题为“赓续

宋韵基因，厚植文化自信”。

同学们仔细聆听了研学导师的生动讲解，

实践体验了茶叶制作的不易和坐船出海乘风破

浪的美妙。同学们和历史对话、与海洋交流，学

有所长，学有所乐。

同学们挑拣合适的茶叶同学们挑拣合适的茶叶

刘平平给同学们作解说刘平平给同学们作解说

同学们开心乘坐帆船出海。

小学组合影留念小学组合影留念。。

7 月 31 日晚，宁波诺丁汉大学

附属中学的报告厅里华灯璀璨、掌

声阵阵，第二届“我和宁波这座城”

征文活动颁奖典礼在这里举行，获

奖选手们在家长的陪伴和见证下，

上台领取了这份沉甸甸的荣誉。

“经历过这样的比赛和领奖，

相信优秀的你们以后无论走得多

远，都会惦记家乡、反哺家乡。”市

委宣传部新闻处副处长刘静在颁

奖中寄语现场的“才子才女”们，

“愿你们今后用细腻的笔触、飞扬

的文采，架起国际或国内交流的桥

梁，把家乡宁波的文化传播出去。”

中共宁波市委宣传部、市教育

局、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宁波日报

报业集团的相关处室负责人，以及

征文活动的获奖学生和指导老师

代表、部分家长等近 600 人出席了

颁奖典礼。
□现代金报 |甬上教育

记者 俞素梅 马亭亭/文 崔引/摄

毛亚红老师发表感言。

颁奖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