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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习记者 俞家嘉

五月春风吹绿枝，花开满地
艳阳时。

从天一阁·月湖景区到宁
波老外滩；从慈城古县城到溪
口—滕头旅游景区；从象山影视
城到宁波方特东方神画乐园⋯⋯

“五一”假期，在宁波各景区景点，
人山人海。

文旅活动精彩纷呈、文旅市场
人气暴涨、文旅消费热度攀升，刚
刚过去的“五一”假期，宁波文旅一
路看“涨”，文旅“答卷”收获高分。

出行大数据显示，截至 5 月 5
日 15 时，“五一”假期全市游客达
719.8 万 人 次 ，比 2023 年 增 长
17.4%；实现旅游总收入86.4亿元，
比2023年增长14.1%。

活用“山海”资源

宁波是一座“山海俱全”的城
市，文旅资源得天独厚。

在象山，神奇美丽的海岸线，
成为“五一”假期吸引游客的“流
量密码”。松兰山旅游度假区内游
客三五成群、赶海踏浪，享受拥抱
海洋的轻松与愉悦。

“我们围绕滨海度假特色优势，
以‘ 松 懒 散 ’为 主 题 ，创 新 推 出 反

‘卷’躺平大会、‘追风向海’音乐会、
‘集食行乐’多巴胺市集、‘追风逐
浪’海洋运动等主题活动。”松兰山
旅游度假区负责人介绍，“五一”期
间，度假区单日游客接待量最高突
破 5 万人次。

携程《2024“五一”假期旅行总
结》显示，公园露营、户外徒步、绿道
骑行、旷野自驾等亲近大自然的绿色

“洗眼”之旅颇受游客喜爱。事实的确
如此，四明山上的清新空气和满目翠
绿引得游客流连忘返。“五一”期间，
四明山区域接待游客超30万人次。

如何将“山海”资源优势转化为
文旅产业发展优势？宁波的答案是：
以全市陆域 1 万平方公里、海域 1 万
平方公里为基底，构建以“文化名
城”“翠屏山、四明山”和“海港、海
岸、海上”为鲜明辨识度的“一城两
山三海”全域旅游大景区新格局。

留得住“过夜客”

从“过路”到“过夜”，留住游客
在城市过夜，拉动住宿、饮食、购物
等相关消费，才能进一步展现文旅
产业对城市经济的带动作用。

在全省文旅深度融合工程 5 个
核心指标中，“接待过夜游客人次”
是其中之一。

数据显示，“五一”假期，宁波过
夜游客占比为 59.4%，较去年同期提
高 25.5%。这个数据背后的奥秘是持
续丰富融合业态，打造夜间游览、消
费、演艺项目，点亮城市夜经济。

“乘舟泛江，欣赏窗外璀璨夜
景，好不惬意！”游客张小姐连连赞
叹。5 月 3 日，她和家人从杭州自驾
到宁波，体验了一回“三江夜游”。据
统计，“五一”假期，仅“三江夜游”项
目就接待游客超 4500 人次。

“文旅+演艺”“文旅+剧本娱
乐”等新型融合模式，正成为推动文
旅融合发展的重要着力点。

走进奉化溪口“应梦里奇幻小
镇”，以民国历史文化为素材，以创
新演艺手法为形式，以赛博朋克视觉
风格结合民国建筑，60余场街头沉浸
式演出，100余名景区NPC带领游客
开启民国“穿越”之旅。

修炼好内功，让游客“住得好”
“玩得好”“吃得好”，才能让游客留
得下来。

文旅“热辣滚烫”还在继续

在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240
余项文旅活动轮番登场，719.8 万人

次畅游宁波，让“宁波，来了就欢喜”
成为众多游客的切身体会。

宁波全域旅游研究院执行院
长、浙大宁波理工学院教授李华敏
认为，如今，国内旅游市场全面回
暖、文旅消费市场加快复苏，宁波
正乘着这股“东风”，加快文旅资源
转化、新业态培育、产品线路串接、
消费环境提升，同时着力“出圈”，
打响“中国旅游，宁波开篇”文旅品
牌。

“宁波，是徐霞客游记的开篇
地，也是‘中国旅游日’的发祥地，要
借承办活动的机会，充分利用抖音、
小红书等新媒体平台，展现独具特
色的宁波文旅产品，进一步提升宁
波城市知名度与美誉度。”宁波城市
职业技术学院旅游学院副教授朱岚
涛说。

以文塑旅，以旅彰文，行走在四
明大地上，文脉传承历久弥新，旅游
市场活力迸发，“五一”文旅的“热辣
滚烫”只是开始。

第 14 个“5·19 中国旅游日”
即将来临，宁波作为 2024 年“5·19
中国旅游日”主题周倒计时活动承
办城市之一，将以“游在宁波”为
主题，举办一系列丰富多彩的文旅
活动。

活动究竟有多精彩，我们拭目
以待。

719.8万人次游宁波的背后

本报讯（记者廖惠兰） 民族歌
剧 《侨批》 5 月 6 日晚首次登陆宁
波，其精彩的故事情节和演员精彩
的演绎，赢得了观众的热烈反响。
昨日上午，歌剧 《侨批》 剧组人员
走进宁波大学，与“宁波帮”研究
专家、侨商代表、宁大师生代表共
同召开座谈会，深入探讨了这部作
品的艺术特色、历史价值及在当今
社会的精神意义。

在座谈会上，宁波帮博物馆原
馆长王辉分享了他对侨批与“宁波
帮”中“民信”文化的理解。他提
到，侨批作为一种岭南文化现象，
其历史价值不言而喻，而“宁波
帮”中的“民信”文化也与之相
通。

宁波市作家协会副主席任茹文
在 观 剧 后 也 深 有 感 触 。 她 认 为 ，

《侨批》 不仅唤醒了国人血脉中的
情感和历史记忆，还通过结尾的主
题升华，与宁波大学产生了联结，
展现了艺术超越界限的感染力。

第二次观看 《侨批》 的宁波戏
剧评论家岑颖赞扬了该剧的生活逻

辑与情感逻辑的合理性，以及编
剧、导演对人物情感的深刻把握能
力。

在座谈会上，侨联代表、海外
归侨代表、新加坡侨商代表等也分
享了他们的观点。他们普遍认为，
歌剧 《侨批》 不仅展现了侨批业的
兴盛历史和粤商精神，还映照了中
华民族的价值观，与“宁波帮”精
神相通。

当天下午，歌剧 《侨批》 还在
宁波大学上演了“校园版”。宁波
大学音乐学院教师、旅荷男中音歌
唱家常振华也参与了演出，在剧中
饰演女主角的丈夫梁诚如。

宁波大学有关负责人表示，作
为一所侨资高校，宁波大学就是吃
华侨的“百家饭”长大的，此次

《侨批》 走进宁波大学，无疑为广
大师生提供了一部生动、深刻的思
想政治教育教材。据悉，截至目
前，已有 70 多位“宁波帮”人士
捐资支持宁波大学的发展，为学校
设立了近 200 个捐赠项目，捐资近
8 亿元。

与“宁波帮”精神相通

歌剧《侨批》在甬引发共鸣

歌剧《侨批》在宁波大学上演。 （葛澳铭 摄）

本报讯（记者孙吉晶 通讯
员潘璐璐 吴帅）自 2022 年 以
来，来自全国近百所高校的大学
毕业生奔走在宁海乡村，把论
文写在大地上，把毕业设计做
在乡村。昨天下午，由市政府新
闻办主办的“毕设在宁海·今天
我发布”走进高校首场发布会
在浙江工业大学举行。2024 年
全国联合毕业设计主理人、东
华大学服装与艺术设计学院设计
学博士研究生张振馨，浙江工业
大学艺术设计专业硕士研究生郑
宇辛，宁海县西店镇岭口村党总

支书记、“联合毕业设计”村民导
师舒迎春等发布人向大学生讲述了
他们的经历。

据介绍，全国联合毕业设计行
动是以毕业设计为抓手，推动校地
融合、产教融合的一次创新探索。
去年，中国 （宁海） 联合毕业设计
组委会正式成立，大学生深入宁海
的乡村、社区和企业，用所学专业
知识赋能乡村发展。

张振馨和同学一起，深入宁海
岔路镇、西店镇等地的村庄，开
展毕业设计。“围绕城镇建设、产
业升级、环境提升、文化传承等

方 面 的 需 求 ， 我 们 进 行 艺 术 创
作 ， 拿 出 了 260 多 套 设 计 作 品 ，
一些设计方案得到村干部和企业
经营者的肯定。”张振馨说，期待
今年有更多高质量的毕业设计作品
面世。

郑宇辛曾参与岔路镇湖头村百
草园的景观设计，设计主题是宣扬
中医文化。郑宇辛带领团队成员将
中医文化融入景观设计，通过设置
草药园、草本花坛等场景，让村民
和游客切身感受到中医文化的魅
力。“设计与实践是紧密联系的，
要真正为村民和村庄带来有效的改

变。”郑宇辛说。
舒迎春是联合毕业设计行动的

村民导师之一。去年，他和师生
团 队 挖 掘 岭 口 村 的 优 秀 传 统 文
化，规划旧村改造，村庄面貌出
现大变样。“‘联合毕业设计’是
一次难得的学习机会，开阔了基层
工作者的眼界。”舒迎春说，欢迎
大学生走进乡村、建设乡村、振兴
乡村。

浙江工业大学设计与建筑学院
教授田密蜜在点评时表示，各高校
要建立长效机制，提高毕业设计作
品的落地率。

把毕业设计做在乡村

“毕设在宁海·今天我发布”活动走进高校

本报讯（记者何峰 通讯员程
俊林）“我们企业规模不大，聘请
法律顾问的话，在费用上承受不
起。但如果没有法律顾问，在经营
中 又 面 临 不 少 法 律 风 险 。‘ 法 拼
拼’团购式法律顾问服务解决了我
们的难题。”日前，鄞州区横溪镇
某小微企业负责人李先生与同在横
溪镇的另外 8 家企业“拼团”聘请
法律顾问。签署协议后，他心中的
一块石头终于落了地。

鄞州有众多的小微企业，这些
企业对法律服务的需求不少，但因
费用问题聘用法律顾问的极少。鄞
州区司法局在横溪司法所开展试
点，创新推出“法拼拼”团购式法
律顾问服务。“8 家至 10 家小微企
业组成一个团，以相对优惠的团购
价格，共享合同审查、诉讼代理、
谈判调处等法律服务。”鄞州区司
法局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

“法拼拼”团购式法律顾问服
务是我市涉企法治服务增值化改革
工作的生动缩影。今年以来，市司
法局探索构建多元、协同、集成的
涉企法治服务新体系，以优质法治
服务护航企业高质量发展。

涉企法治服务增值化体现在高
效。“没想到这么方便，还有人上
门辅导。”郑女士准备在江北开一
家餐饮店，由于不了解相关规定，
她来到江北区政务服务中心企业综
合服务中心窗口咨询。法治专区的

工作人员通过“益企服”小程序向
郑女士介绍风险提示，同时帮她完
成线上预约，相关执法人员将按照
承诺的时间上门进行指导服务。企
业“点单”提诉求、政府“接单”
送服务，江北区在全省率先探索的
行政执法领域涉企“预约式”指导
服务机制，让企业需求和法治服务
实现精准匹配。

目前，市、县两级均已依托企
业综合服务中心建成法治服务专
区，并落实服务专员及律师入驻。
今年，全市累计受理涉企法治服务
事项 2440 件，办结 2403 件，办结
率 98.5％。

涉企法治服务增值化体现在便
捷。我市结合“15 分钟公共法律
服务圈”建设，为企业和群众提供

“家门口”的法治增值服务。“依托
市级公共法律服务实体平台，提供
涉企法治服务，今年已服务群众和
企业 2 万多次。”市司法局相关负
责人说。

市司法局还聚焦企业全生命周
期、高频涉法事项，制定 《宁波市
法治服务事项清单》，梳理 4 类 30
个事项清单，形成涉企法治服务

“一类事”11 项，在鄞州区、江北
区先行先试后，在全市推广。“下
一步，我们将不断提升服务质效，
努力将增值化改革效益释放到最
大，为企业健康稳定发展保驾护
航。”市司法局负责人表示。

聚焦企业现实需求 精准优化服务产品

法治服务增值化改革
护航企业发展

法治宁波

深一度 浙江新闻名专栏

【上接第1版】
当平台越来越成为天下英才的

逐梦之地，当硕士、博士乃至院士
越来越成为平台的“标配”，一段
段人才和甬城双向奔赴、双向成就
的佳话正在书写。

无论是创新策源，还是对人才
的“虹吸效应”，平台都是开启宁
波“新”向往的底气所在！

二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推动创

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
合。融合，既要解决关键核心技术

“卡脖子”问题，也要破解科技创
新“孤岛现象”、科研与经济“两
张皮”等痼疾。

平台，一头连着创新，一头连
着市场，是将技术成果转化为先进
生产力的关键载体，更是一把破题
的“钥匙”。

这把“钥匙”，正打开实验室
的“瓶瓶罐罐”，让创新成果“飞

入”企业生产设备——
南方中心服务企业超过 500 家

次，其中携手四年的运生工贸受益
匪浅，生产效率提升 50%以上，节
约成本 400 万元。医工所与位于镇
海的天衡制药携手，进行氧化铁造
影剂中试放大和安全性评估，未来
上市后将逐鹿国内造影剂百亿级市
场。

这 把 “ 钥 匙 ”， 正 推 动 新 产
业、新模式、新动能加速涌现——

复旦大学宁波研究院推动 200
余个项目在宁波实现产业化，其中
2 家企业完成上市。研究院宽禁带
所将重点突破第三代半导体材料
——碳化硅材料与器件关键共性技
术及先进制造工艺，打造宁波“碳
化硅谷”。

这把“钥匙”，正带来资金链
“活水”，让平台和产业共成长——

中意宁波生态园旗下的阳明股
权投资基金，用直接投资 1 亿元的

“一瓢水”，将甬矽电子从一株只有

6 人团队的“小树苗”，浇灌成去年
第四季度营收居全球独立芯片封测
厂第 14 位的“参天大树”。

⋯⋯
当 平 台 和 产 业 不 断 扩 大 “ 交

往”的“朋友圈”，新质生产力由
此看得见、摸得着、感受得到。数
据显示，仅 2022 年，宁波 30 家产
业技术研究院服务企业 1.17 万家
次，转让科技成果 234 项，承接企
业技术难题近 200 个，成果转化、
服务合同金额近 100 亿元。

抛开产业，从另一个层面看平
台，我们还可以发现一种“新”效
应——平台内科技创新，平台外城
市焕新，可谓无边光景时时“新”。

以 翠 柏 里 创 新 街 区 为 例 ， 在
“科技回归都市”效应带动下，翠
柏里体育生态中心开业，宁波盆景
园项目加速推进，宁波工程学院翠
柏校区三个学院将迁回办学⋯⋯据
不完全统计，自该街区成立以来，
以海曙西门街道、南门街道为代表

的 老 城 区 人 口 焕 新 率 达 4% 。 去
年，该街区成功入选城市更新省级
试点片区。

三
对于平台，宁波寄予厚望——
今 年 的 宁 波 市 政 府 工 作 报 告

中，“平台”一词出现了 15 次，其
中今年重点工作提到，提升科创平
台能级，以世界一流标准打造甬江
科创区，高站位推进甬江实验室建
设等。

当下，宁波正在创建打造“国
字号”科创平台，力争实现全国重
点实验室、国家技术创新中心“零
的突破”。

对于平台，市民充满期待——
仅甬派客户端，“重大平台蹲

点记”系列报道的阅读量已达 400
万次，点赞量 9.5 万次，评论 1700
多条。

“各平台堪称科技创新的‘宝
藏地’，新技术、新模式、新动能

在这里碰撞出‘火花’，点燃创新
‘ 火 焰 ’， 孕 育 无 限 可 能 ！” 网 友
“温存 2012”如是说。

如今，各大城市正在发展新质
生产力的赛道上一争高下。对标国
内先进城市，宁波在科创策源能
力、高能级平台建设上仍有短板。
因此，如何扬长补短，加快重大平
台建设，优化布局、提升能级，显
得尤为重要。

对 此 ， 甬 商 公 共 服 务 平 台 主
任、高级经营师曹云建议：

首先，要立足优势产业、未来
产业，布局新一轮重大平台建设。
比如，围绕宁波具有较强竞争力的
绿色石化和汽车零部件产业，专门
打造重量级支撑平台，赋能产业发
展，使宁波真正成为全国重要的绿
色石化基地、全球重要的新能源汽
车产业基地。同时，围绕未来产业
九大场景，尤其是机器人等宁波已
具备一定基础的产业，布局建设平
台，使宁波在未来产业竞争中不落

人后，甚至更有竞争力。
其次，平台建设要强化与民营

企业的“链接”。民营企业在宁波
产业发展中占据重要地位，创业精
神强、适应市场快、集聚效应显
著，但在技术创新、高水平人才队
伍建设方面存在短板。政府部门、
科研院所可以通过与民营企业联建
平台，或在企业设立中试基地等形
式，更好地满足民企在科技创新、
项目转化、人才梯队建设等方面的
需求。

再次，要建立平台优胜劣汰机
制。目前宁波的平台数量不少，但
存在良莠不齐的现象，要通过优
胜劣汰，把有限的资金、政策等
资源，向对宁波产业有实际支撑
力的优秀平台，以及有潜力的创
新平台倾斜，对于只盯着政策但
作用不大的平台，应给予警告甚
至淘汰，从而形成一种可持续的
补强机制，更好地促进宁波重大
平台建设。

记 者 廖惠兰
通讯员 毕秋映 曹婷婷

昨晚，由余姚市委宣传部、余姚市
文广旅体局联合出品，宁波交响乐团、
中央音乐学院音乐教育学院合唱团演
出的交响合唱《面朝大海·河姆渡》，在
国家大剧院首次与观众见面。

交响合唱《面朝大海·河姆渡》是为传
播河姆渡文化而作的。2013年，同属河姆
渡文化圈的井头山遗址的发现，把河姆渡
文化的历史轴线推至距今八千年，并确认
了这里是中国先民伴海共生的最早例证。
七千年前的余姚先民，创造了辉煌的稻作
文化，人工培育了世界上最早的茶树，更
是开创了原始音乐的先河，发明了世界
上最早的骨笛、陶埙和木筒等乐器。

此外，该作品拓展了宁波出品的融
媒体广播剧《情系河姆渡》的音画空间，
是国内首部根据广播剧剧情创新衍生
的交响合唱作品。 图为演出现场图为演出现场。。（（毕秋映毕秋映 摄摄））

《《面朝大海面朝大海··河姆渡河姆渡》》
唱响国家大剧院唱响国家大剧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