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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王璐 单晓
峰 通讯员 葛梦园）近日，环同山
美丽乡村示范带游步道正式开线，
为我区增添了一处集生态、文化、产
业于一体的旅游新地标。

环同山美丽乡村示范带游步
道全长 16 公里，最高点海拔 374
米，将同山东健身步道、“向野而
森”游步道、和尚岙—城西岙步道
等网红打卡点串珠成链，并升级打
造了道路沿线绿化景观节点、驿
站、观景平台等配套设施，不仅展

示了当地的自然风光，还融入了丰
富的文化元素，让市民游客在享受
美景的同时，感受到浓厚的文化氛
围。

“环同山美丽乡村示范带游步
道是示范带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下一步，我们将以游步道为主线，纵
横串联沿线各节点，连片发展乡村
旅游休闲新业态，同时，结合做好

‘土特产’文章，从点线面三个维度
推动农文旅发展全面开花。”锦屏街
道党工委副书记周辉表示。

环同山美丽乡村示范带游步道正式开线

本报讯（记者 徐琼 通讯
员 葛佳丽）近日，由区经信局主
办、奉化 8718平台承办的“劳动
用工合规管理”专题培训在区政
务服务中心举行，吸引40余名企
业负责人及人力资源管理者参
与。

本次培训特邀北京天驰君泰

（宁波）律师事务所律师嵇思涛担任
主讲。课程伊始，嵇思涛通过展示
全国劳动争议大数据报告，揭示了
劳动合同解除、薪酬争议、工伤认定
等三大劳动争议高频风险点，迅速
引发在场企业家的共鸣。在接下来
两个小时的深度分享中，嵇思涛结
合典型案例，重点解析了劳动合同

从订立到终止的全周期管理要点、
薪酬结构设计与福利制度优化中的
法律边界、工伤认定标准与处理程
序的“避坑指南”、退休返聘人员的
用工风险等四大实务模块。

在互动环节，嵇思涛现场分析
了十余个典型用工场景的案例，多
名企业家就“新业态用工风险管控”

“退休返聘人员工伤认定”等实际问
题展开提问。

本次培训通过体系化法律解读
与实战化案例剖析，切实提升了企
业用工管理的法治意识。参与者纷
纷表示，将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完善
企业制度的实际行动，在保障劳动
者权益的同时实现企业稳健发展。

我区举办“劳动用工合规管理”专题培训

高架“颤抖”
记者 袁伟鑫

二月二，春潮涌动，龙舞光影在溪口古镇灵动翩
跹。

踏着激昂的鼓点，尚田中心小学10名身披彩衣
的“追龙少年”随乐而舞，龙头高高昂起、威风凛凛，
龙身金光闪闪、蜿蜒灵动，时而翻腾跃起，时而盘旋
俯冲，舞出了一股股炽热的民俗文化热潮……

90分钟，少年们与奉化布龙碰撞出绚烂火花，也浓
缩了一段校园学子与奉化布龙结缘三十七载的时光。

记者 陈扬 虞金辉 王红雨 王家耀 严梓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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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本报记者）近日，有
市民向本报新闻热线反映，称锦
屏街道阳光茗都小区北门附近望
悠路旁绿化带附近的凉亭，有几
段木质护栏存在朽化、脱落情况，
稍有不慎，可能造成危险。

根据市民反映的情况，记者

来到阳光茗都小区北门正对面的这
座凉亭，看到凉亭边共有 8段木质
护栏，均已出现不同程度的朽化，有
的木制结构存在脱落，从原先方方
正正的形状变得东倒西歪。因为路
面与绿化带存在一定落差，一旦有
人倚靠这些倾斜、不稳定的护栏，就
有跌落下去的可能，存在较大安全
隐患。由于该区域环境较好，附近
有许多居民在此处散步、锻炼，人流
量不小。对此，一名居民深感担忧：

“这段路晚上散步的人比较多，树叶
多少会挡住一些路灯灯光，照明不
足时，有人可能因为看不清楚一不
小心摔下去。”

此外，记者看到与望悠路一河
之隔的青松路边，走廊上的 4条木
凳也存在类似情况，部分木板已脱
落，存在安全隐患。

记者走访时，区园林管理处工
作人员恰好来附近修缮护栏。施工
人员表示，出现公共设施老化等问

题时，他们会及时检查和维修，目前
已将朽化严重的几段护栏上报，将
尽快更换。“遇到护栏损坏等情况，
可以拨打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
进行反映，我们会第一时间前来检
查，并及时排除安全隐患。”该施工
人员说。

记者注意到，这段全长约1.2公
里的绿化带，存在多处腐朽、损坏的
设施，需要进行系统排摸与改造，才
能消除隐患。

护栏木凳“带病上岗” 安全隐患引人担忧

本报讯（记者 毛超峥 卓
博寅 实习生 汪书乐 通讯
员 林莉）3月12日中午，区市场
监管局组织工作人员在城区两大
商圈开展消费维权普法活动，以
进一步提高市民依法维权意识。

在万达广场，岳林市场监管

所联合区消防救援大队、区商务局、
区烟草专卖局举办了一场“3·15”国
际消费者权益日宣传活动，吸引不
少市民驻足参与。现场，区市场监
管局和区商务局工作人员向过往消
费者发放宣传手册，讲解有关维权的
小知识；区消防救援大队工作人员头

戴防火面罩，向消费者科普消防安
全；区烟草专卖局工作人员开起鉴
别真假香烟的小课堂，向消费者细
致地讲解鉴别方法和技巧。

在银泰城，一场以“共筑满意消
费”为主题的普法宣传活动正如火
如荼地进行。活动现场，锦屏市场

监管所工作人员热情地向过往市民
发放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食品安全
法等宣传资料，并耐心回应大家的
咨询。“听了工作人员的讲解，我学
到了一些维护权益的知识，相信以
后能更好地保障自己的消费权益。”
市民谭丽开心地告诉记者。

“3·15”普法宣传进商圈

B
“飞”来“追龙少年”

因为个子高、身体灵活，尚田中心小学六年级
学生李启浩三年级时就被尚小舞龙队教练樊雷波相
中。生在“布龙之乡”的李启浩对奉化布龙并不陌生，
逢年过节在街头看到舞动的布龙，心中不禁萌发出对
舞龙的向往：“好酷，好帅，好好玩！”

尚田人爱舞龙，是与生俱来的。“舞龙，就是玩嘛！”
从一开始的好玩，到加入舞龙队后发自内心的喜欢，

“10后小孩哥”李启浩经历了一次文化传承的洗礼。
入队后，李启浩真切体会到舞龙比看起来难得

多。训练第一天，他因为手臂力量不够没拿稳杆子，
砸到了太阳穴，用他的话说，“当时一下就懵了”。或
许是因为看到其他队员的坚持不懈，或许是因为倔强
不服输的性格，李启浩第二天毅然归队，此后没有缺
席过一节舞龙课。

4年的坚持，让李启浩拥有了布龙在自己手中翩
然起舞的成就感，他说：“舞龙不是大人的专属，小朋
友也能玩好奉化布龙！”

在“玩”中传承是文化接力的方式之一。越玩越
好玩，越好玩就有越多人加入，在尚小舞龙队，有的队
员是被学校挑中入队的，而有的则是因为热爱，自己
主动要求加入。

“舞龙很美，把龙舞起来不仅‘带劲’，还能锻炼身
体，提高团队协作能力。”这是该校三年级学生毛炳皓
喜欢奉化布龙的原因。看到身边同学舞龙时虎虎生
威的神气模样，毛炳皓壮胆找到樊雷波，成功成为舞
龙队的一员。

想要舞好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为此，毛炳
皓常在课后一遍遍复盘，并与同伴一起加强体能锻
炼、培养团队默契，他相信“用心、努力，总会有收
获”。如今，那威武的奉化布龙在毛炳皓和同伴的手
中上下翻飞，活灵活现，仿佛拥有了生命一般。

37年间，从尚田条宅小学创办成立，到其撤并为
尚田中心小学，虽然校名变化，但舞龙队生生不息
的特点没有改变。始于兴趣、终于坚持、成于热爱，一
群像李启浩、毛炳皓这样的“追龙少年”不断“飞”奔而
来，循着前人轨迹，完成一次次传承文化薪火的接
力，为这支舞龙队注入源源不断的新鲜血液。

奉化少年龙昂首澎湃
尚田中心小学的布龙传承，不仅神形

兼备，更有“文化味”。
在陈氏父子和樊雷波心中，布龙舞得好固

然重要，布龙背后源远流长的文化底蕴，更值
得“追龙少年”去探寻。集训前，讲述条宅村

“布龙走天下”的故事；寒暑假，带着“追龙少
年”前往条宅村开展研学，制作布龙……他们
相信，只有走进布龙、了解布龙，孩子们才能
读懂传承的意义，手中的布龙才能舞出灵魂。

逐梦赛场、舞出风采，是布龙文化激荡回
响的具象化表现。“追龙少年”走出尚田，与全
省舞龙少年切磋过招，舞出了累累硕果——
在前两届浙江省青少年（儿童）龙狮锦标赛
中，累计获得3个一等奖、1个三等奖；在宁波
市首届中小学生中华传统体育项目比赛中，
获得竞速舞龙一等奖……

“我们家乡有一条千年龙，我们学校有一
条少年龙，我们为家乡的优秀传统文化感到
骄傲！”说起奉化布龙，一张张稚气未脱的脸
庞，洋溢着自信、自豪的笑容。

源浚者流长，根深者叶茂。奉化少年龙，
不止在尚小。从幼儿园、小学到中学，一支支
少年舞龙队正昂首欲跃、青春澎湃。奉化区
第一实验幼儿园小小奶龙队“一舞成名”，在
浙江省第二届青少年（儿童）龙狮锦标赛中摘
得“双冠”，在坚持 9年的传承之路上留下了
一步步扎实的“龙印”；奉化高级中学少年舞
龙队，一群不满18周岁的“追龙少年”一次次

“飞”向世界各地，在土耳其、英国等国际舞台
传播布龙文化……

技艺传承，生生不息。在奉城大地上，一
代又一代“追龙少年”与奉化布龙接上“信
号”，当古老非遗与青春碰撞，中华传统文化
正在“焕新”绽放新的活力。

当一群“追龙少年”与奉化布龙接上“信号”

三代人的“火种接力”
“集中注意力！转身！腾挪！甩尾！”
“龙珠再高一点，龙头抬起、龙体拉直！”
…………

“这是我们师父的师兄，舞龙‘绝绝子’！”
在尚田中心小学操场上，省级非遗代表性传承
人陈亮亮的到来与指导，令一群舞龙少年既惊
喜又自豪，眼神中充满崇拜。跟随陈亮亮一声
声铿锵有力的口令，舞龙少年脚下生风、配合
默契，在彩龙下灵活穿梭，将布龙舞出了青春
绚丽的模样。

陈亮亮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龙
舞（奉化布龙）代表性传承人陈行国的儿子，90
后的他虽然是师兄，但比樊雷波小几岁。他
说，一条布龙将三代“龙的传人”紧紧地绑在了
一起。

看着少年们稚气但专注的身影，站在一旁
的樊雷波不禁想起15年前跟随陈行国学习舞龙
的自己。作为尚田人，樊雷波从小接受布龙文化
的浸润。大学毕业后，他返乡当起大学生村官，
还组建了一支舞龙队。为让手中的布龙神形兼
备，樊雷波辗转拜师陈行国，在学习舞龙的一招
一式中，不断加深对布龙文化的热爱。

“没想到，我和师父的缘分从师徒二人延
续到师徒三代……”2018年，因工作变动，樊雷
波来到尚田中心小学担任体育老师，因为有着
舞龙的底子，他自告奋勇当起了舞龙队教练。
之后，他每周邀请陈行国走进尚小，师徒二人
携手指导舞龙、筛选苗子、传承文化。如今，陈
行国因年迈体力欠佳，陈亮亮接过父亲的“接
力棒”，与“龙”共舞、不亦乐乎。

光阴弹指一挥间，初心始终未改变。游、
穿、腾、跃、翻、缠、攀……师徒三人一次次手把
手地传授自己的“拿手绝活”，“追龙少年”认真
听讲，在反复练习中，完成一次次传承文化的

“接力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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