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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生态环保督察在浙江

我市公开第二十九批信访件边督边改情况

截至 2024 年 6 月 14 日，对
中央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
宁波市移交的第二十九批群众信
访举报件 12 件，各责任单位均
按要求上报调查处理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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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王博 通讯员 康晓娟

昨 日 早 上 6 点 ， 位 于 余 姚 市
丈 亭 镇 的 一 处 杨 梅 临 时 揽 收 点 ，
7 名 快 递 小 哥 忙 得 不 可 开 交 ： 装
盒 、 抽 真 空 、 封 箱 、 打 包 、 发
运⋯⋯2 个小时后，400 箱杨梅搭
乘顺丰冷链车，从余姚运往宁波
栎 社 国 际 机 场 ， 根 据 运 送 计 划 ，
这些杨梅将乘坐专线航班直达乌
鲁木齐。

为提高杨梅的运送时效，截至
去年底，宁波顺丰已开通至国内
188 个 城 市 的 航 空 快 运 线 路 ， 今
年，宁波顺丰新增 53 个城市的航
空快运线路，目前这 241 个城市均
已实现次日达或隔日达。

“今年新增的 53 个城市主要集
中在中西部地区，包括四川、贵
州、广西等。往北最远的是黑龙江
省鹤岗市，往西最远的是新疆乌鲁
木齐市。”顺丰特色经济负责人吴

豪杰告诉记者。
值得一提的是，宁波顺丰在

去年已开通纽约、迪拜等城市杨
梅 国 际 航 空 快 运 线 路 的 基 础 上 ，
今年新开通胡志明市、大阪等城
市国际航空快运线路，且均可实现
隔日达。

此外，为应对杨梅保鲜期短、
贮藏难等问题，今年杨梅依然采用
单颗独立真空加上泡沫箱冰袋恒温
包装，以保障杨梅在长途运输后依

旧鲜味十足。同时，对外包装美观
度进行升级，进一步打响宁波杨梅
品牌。

据了解，今年 6 月 10 日开始发
运以来，宁波顺丰已在余姚、慈溪
两地的杨梅主产区设立 146 个临时
寄递点，2500 多名快递小哥加入

“运梅大军”。“截至今天上午，我
们已发运杨梅 30 万票，预计 16 日
至 17 日迎来发运高峰。”吴豪杰
说。

宁波杨梅坐飞机
全国200多个城市次（隔）日达

工作人员在包装杨梅。 （王博 康晓娟 摄）

本报讯（记者陈敏 通讯员
周颖） 昨 天 是 “ 世 界 献 血 者
日”。当天，我市举行义诊等系
列活动，以此致谢献血者、弘扬
救死扶伤的人道主义精神。

昨天 8:30，天一爱心献血屋
外搭起了许多红色的帐篷。来自
宁波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的多名专
家为广大市民提供常见病、多发
病、慢性病等的义诊服务；市中
心血站工作人员免费为市民提供
血压测量、血型检测等服务，向
市民科普无偿献血知识及“三

免”政策。
活动现场，不少爱心市民走进

献血屋，用实际行动传递正能量。
“90 后”朱女士至今已献血 7 次，
累计献血量 2500 毫升。“我爸爸、
妈妈、哥哥和姐姐都是献血者。我
觉得献出可再生的血液，能帮助病
人，是件很有成就感的事，也是我
们普通人回馈社会的一种方式。”

昨 天 19:00-21:00， 我 市 三 江
口及其他城市标志性建筑展示无偿
献血主题灯光秀，用爱心点亮甬
城，致谢每一位献血者。

我市举行活动
庆祝“世界献血者日”

本报讯（记者廖惠兰 通讯
员虞芳芳） 昨日，宁波市首批文
化 特 派 员 选 派 启 动 仪 式 举 行 ，
省、市、县三级共 156 名文化特
派员集体亮相。活动上聘任了首
批 30 名市级文化特派员，并部
署了推进落实文化特派员工作的
任务举措。

文化特派员是浙江在全国首
创的探索性工作，面向社会各界
选拔有高水平文化素养及文化专
业特长的个人，通过他们的专业
知识和技能，到乡镇 （街道） 开
展宣传思想文化指导工作，为乡
村文化振兴提供有力支持。

“文化特派员工作，是全省
宣传文化系统担使命之责、赋文
化之能的积极探索，也是建设中
华民族现代文明‘宁波样本’的
题中之义。希望文化特派员能够
用真情、用实招，肩负起文化赋
能乡村振兴的使命，把文化的

‘存量’转变为发展的‘流量’、
经济的‘增量’，加快打造宁波
版的‘田园城市·都市乡村’。”
市委宣传部有关负责人说。

市曲艺家协会副主席张红坤
作为首批市级文化特派员之一，
表达了勇立潮头、奋勇争先的决
心和实干激情：“文化特派员的

‘特’在于挖掘地方特色，‘派’
代表派送文化，‘员’则是我们
全员服务的宗旨，我们定不负委
托，努力在宁波的乡村大地上发
光发热⋯⋯”

记者了解到，首批市级文化
特派员均来自各行业的中坚力
量，包括宣传文化系统党员干
部、文艺大师工作室负责人、高
校教师、媒体记者及协会学会骨
干等。

高水平文化素养和专业特长
是文化特派员的“标配”。在 30
名市级文化特派员中，15 人有
硕士研究生以上学历，6 人为市
级文艺大师工作室负责人，7 人
为高校院系主要负责人。

其中还有不少“跨界”人
才，有着丰富的基层经验。宁波
职业技术学院丝路艺术研究中心
主任万剑，不仅在非遗的传承与
发展方面有深厚的学术积累，还
曾作为科技特派员，深入宁海县
店前王村金港蓝莓基地、余姚市

梨洲街道燕窝村、鄞州区下应街道
湾底村开展农产品创新设计、电商
直播、文化 IP 设计等助力乡村文
化振兴。

宁波大学艺术学院中国乡村建
设与国际艺术交流中心主任严渊，
是甬江人才创新团队项目带头人，
他一肩多挑，带领团队参与了江北
区老破旧村落艺术改建、淳安县梓
桐镇西湖艺术精品村建设等多个项
目，在乡村文化振兴的内生机制与
创新发展研究领域有着丰富的实践
经验。

启动仪式上，多个文化项目三
方承诺书签约，标志着文化特派员
将与派出单位、派驻镇乡 （街道）
共同推进文化项目建设。如宁波日
报报业集团与象山县石浦镇东门渔
村将合作推进“渔文化”生态圈项
目，宁波博物院则与海曙区集士港
镇深溪村联合打造乡村博物馆项
目。

文化特派员不是一个人在“战
斗”。浙江建立健全省统筹、市指
导、县 （市、区） 负责、乡镇 （街
道） 抓落实的四级管理体系，同时
明确派出单位共同支持文化特派员
开展工作。

现场，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市
文联、宁波大学等派出单位相关负
责人表示，要成为文化特派员可靠
有力的“娘家人”，多举措、多维
度，合力营造文化特派员创业干事
的最佳生态——除了将全力支持文
化特派员把派出单位和派驻地的人
才资源、项目资源凝聚起来，为文
化特派员做好服务工作，给予落地
资源、人员团队等方面的支持，还
将对表现突出的文化特派员，在推
优荐才、研修培训等方面给予一定
倾斜。

宁海作为派驻地代表发言时，
就以做好全链条跟进、全流程服
务、全要素保障的“三全”为抓
手，为文化特派员“干出彩”做好
支撑和保障进行表态。

此外，市委宣传部还将邀请专
家不定期开展培训，组建专家库为
文化特派员在活动策划、文化传播
等方面提供智库支持。

启动仪式上，严渊为文化特派
员带来了业务培训第一课。接下
来，宁波市首批文化特派员将奔赴
基层派驻点，正式开展工作。

宁波市级首批
文化特派员亮相

本报讯（记者廖惠兰） 记者
日前从市文化馆 （市非遗保护中
心） 获悉，由该馆精心打造的

“温故”非遗展品牌项目，成功
入选“2024 全国非遗传播创新
案例”。

自 2017 年 启 动 以 来 ，“ 温
故”非遗展已经推出了 30 期展
览，包括宁波文旅博览会、中国
宁海徐霞客开游节等专场特展，
中日韩漆艺交流展、保加利亚索
菲亚中国文化中心展览等国际交
流展览。

“‘温故’非遗展系列活
动，是我们立足本土非遗资源，

深入挖掘宁波故事，围绕精品项目
打造的非遗 IP。”宁波市文化馆馆
长孔燕表示。

开辟慈溪黛青·越窑青瓷之
旅、举行“温故”少儿非遗故事
会、打造“温故”非遗小车⋯⋯

“ 温 故 ” 非 遗 展 在 传 承 非 遗 的 同
时，积极探索文旅融合，在 7 年多
的实践中，其展示空间由专业展馆
拓展至景区、商圈、乡村，走向公
众生活。同时，非遗课堂、互动体
验等活动，融入创意市集、快闪展
等，让传统工艺真正走进群众生
活，成为大众可参观、可倾听、可
学习、可体验的文化艺术空间。

“温故”非遗展品牌项目
入选国家级创新案例

记者 朱安伟
吴育新 梅子满
龚一鸣 史米可

开阔的江面缓缓奔向三十余
公里外的大海，隐入海天一线的
雾气深处。当记者赶到时，江苏
太仓浏河水一如往日地奔涌向
前。

这个在元代被誉为“天下第
一码头”的刘家港，如今正处在

“一带一路”和长江经济带交会
处。

眼前的浏河，浩浩荡荡，气
象万千。600 多年前，郑和率庞
大船队从这里起锚，七下西洋。
高樯重桅，旌旗猎猎，壮观场
面，宛然在目。

只不过，当年壮观场景的真
正发生地，在距此十多分钟车程
的浏河古镇。如今，这里以澛漕
河为纽带，街道呈鱼骨状拓展，
老街楼宇相连，鳞次栉比，窗舍
相对，近在咫尺。

站在浏河口，我们与郑和
“对话”。

在浏河古镇，天妃宫内有一
处通番事迹碑，透过漫漶字迹，
我们寻到“名楼列布，番贾如
归”的繁盛景况。

相传郑和七次下西洋，每次
从刘家港（今太仓）出海前，必先
率船队官兵把天妃宫修葺一新，

在此进香祈求朝拜海神娘娘，并
立通番事迹碑于天妃宫内。

碑以黑色页岩为料，详细记
载郑和统率远洋船队七下西洋的
时间与经过。

600 多 年 前 ， 郑 和 七 下 西
洋，为何只选择太仓一地起锚？
太仓博物馆里的一件件文物，告
诉我们过往的一个个细节。

走进博物馆，圆弧形浮雕墙
上，刻印“天下粮仓，天下良
港”八个大字，诠释着富庶的粮
仓，更体现着大港的繁华。

玻璃栈道之下，长近 20 米
的万丰古船静静停放着，这艘目
前国内唯一发现装有“龙骨吊”
的中国古船，无声地讲述着元明
时期太仓航运和海运的繁荣。

“当年往来船只装载的，大
多是产自浙江龙泉的青瓷，碗、
盘、高足杯数量最多。”樊村泾
遗址考古执行领队张志清告诉记
者。

2016 年 1 月，樊泾河北延沟
通工程施工中，发现樊村泾遗
址。8 年来，张志清所负责的团
队已出土以元代中晚期龙泉窑青
瓷片为主的遗物 300 余吨。

元代太仓海运的繁华鼎盛，
何止瓷器外销？作为元代海上漕
运起点，太仓还保留着一处大型

“海运仓”遗址。
这里曾是元代和明代全国规

模最大的国家粮仓，江南各地的漕
粮在此集中，从当年的刘家港出
发，运送到北京、天津等地。明代
海运仓的规模达到“九百一十九
间，时运粮七十万石”。

“漕运的开发，使太仓在不到
百年时间里，成为漕运万艘、行商
千舶、四方谓之‘天下第一码头’
的东南大港。”太仓博物馆原馆长
朱巍告诉我们，太仓粮仓与良港兼
备，以及人才、军队等因素叠加，
或许最终促成郑和七下西洋都从太
仓出发。

历史车轮滚滚向前，因港而兴
的太仓，终因港口泥沙淤积、长江改
道等原因，逐渐从繁荣走向沉寂。

“郑和精神”根植于太仓人内
心深处。郑和路、郑和公园、郑和
纪念馆⋯⋯在太仓，到处可见与郑
和有关的地标。向海而生的太仓
人，以智慧和汗水，见证这座城市
再一次因港而兴。

在 这 片 江 海 交 汇 的 土 地 上 ，
1992 年，成立港区开发建设指挥
部至今，太仓港用 30 余年的砥砺
奋进，换来又一个高光时刻——集
装箱吞吐量超 800 万标准箱，成为
长江集装箱第一大港。

透过高光，人们看见另一番热
气腾腾的场景——

在长三角一体化背景下，全球
货物吞吐量第一大港宁波舟山港，
与元代的这个“天下第一码头”跨
区域“联姻”。

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太仓博
物馆内陈列的元代太仓城区示意图
中，距离樊村泾遗址一公里之外，

有当时太仓港的海关机构“庆元等
处市舶分司”。庆元，正是元代宁
波的名字。当时，宁波是中国三个
设立了市舶司的港口城市之一。这
或许是两座港口城市的首次“联
姻”。

历史的佳话，在当代有了强劲
的回响！如今，宁波舟山港集团在
太仓共有四家所属单位：太仓万方
国际码头、太仓武港码头、太仓国
际集装箱码头、苏州现代货箱码
头。

太仓港还联合宁波舟山港，开
辟“甬太快航”，以“一港装卸、
两港联动”模式，使两港之间所有
中转支线实现了“公交化、天天
班”运营。

“不久前，装载 13.9 万吨铁矿
石的新加坡籍超大型船舶‘第六摩
卡’轮，停靠在我们码头。该轮船
长 328 米、宽 57 米、载重吨 26.3 万
吨 ， 是 长 江 迄 今 最 大 载 重 吨 船
舶。”站在 20 万吨级卸船泊位边，
太仓武港码头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
陈利钿告诉记者。

这个土生土长的宁波人，在宁
波工作 16 年后，于 2022 年来到太
仓。“我们的货源腹地辐射江苏、
安徽、江西、湖北、湖南、重庆、
四川、陕西、河南等地，并逐年向
内陆地区拓展。”陈利钿信心满满。

一 江 清 水 万 重 山 ！ 600 余 年
前，郑和驾驶艨艟巨舰，从太仓出
发逐梦海洋。如今，东海之滨两座
因港而兴的城市再次携手启航，汇
入百舸争流的长三角一体化大浪潮
中。

太仓浏河口的眺望

江尾海头，“郑和”不曾远去

太仓武港码头一景。 （史米可 摄）

太仓博物馆展出的元代古船。（龚一鸣 摄）

樊村泾遗址出土的瓷器残片。（龚一鸣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