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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记者 魏 萍 单玉紫枫
徐丽敏 孙宇卓

循着胶州湾海岸线而行，碧
海的诗意与壮阔，一次次惊艳了
我们。

海洋是青岛的“流量密码”，
亦是“文明之钥”。

在距离大海五公里左右的凤
凰山脚下，立着北阡遗址的石碑，
这里被看作青岛海洋文明的源头。
我们驱车前往遗址处——即墨区
金口镇北阡村，试图向海寻脉。

入眼，是夏收后的麦田。幸
运的是，田地里随手可捡到远古
的石器碎片、陶片及贝壳。

“这是周代的绳纹陶片，这
块红色的陶片叫夹砂陶⋯⋯”同
行的宁波市文化遗产管理研究院
水下遗产中心博士梅术文一眼便
认出了陶片的“底细”，向我们
科普着。

“根据考古发掘，北阡遗址
为典型的贝丘遗址，距离海岸线
最近时仅 1 公里左右。”青岛市

文物保护考古研究所副所长尹锋
超介绍，遗址可追溯至北辛文化
晚期，年代上与宁波河姆渡文化
相近。

邂逅“桑田”遗迹，让我们
对“沧海”的好奇更加强烈。我
们随即来到即墨博物馆寻溯根
源。“北阡遗址出土了几十万件
贝壳标本和大量的石器、陶器、
骨角器、蚌器，那时的先民已大
量利用海洋资源，繁衍生息。”
即墨博物馆副馆长毛洪东如数家
珍。

煮贝充饥、狩猎捕鱼等生活
方式，似乎与 8000 年前井头山
先民的生活如出一辙，这恰好说
明了海洋赋予人类文明的同源
性。

除了北阡遗址，还有数十处
遗迹散布在青岛各地，留下不同
时期的蓝色印记。在青岛市博物
馆，胶州三里河遗址出土的黑陶
镂空高足杯，外表漆黑、胎薄如
蛋壳，高超的制陶技术展现了古
人的智慧。

“蛋壳黑陶出现在龙山文化时
期，相当于良渚文化晚期，浙江以
泥质灰胎黑皮陶为主，颜色与其相
似，但达不到‘明如镜、黑如漆、
薄如纸’的水平。”宁波市文化遗
产管理研究院考古中心主任李永宁
不禁讲起同时期的浙江陶器。

在他看来，任何一种文化并非
单独发展起来的，而是与其他文化
彼此浸润影响。龙山文化的发展与
良渚文化、湖北石家河文化互相影
响。

说到文明交集，青岛市博物
馆原馆长邱玉胜侃侃而谈，青岛
和宁波在海洋文明的发展脉络上
有 诸 多 相 似 ， 重 商 传 统 一 脉 相
通：春秋战国时期，琅琊古港即
为全国五大港口之一，句章古港
也位列其中，皆为贸易的源起之
地 ； 北 宋 时 期 ， 青 岛 （板 桥 镇）
和宁波 （明州） 均有朝廷所设市
舶司，也都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
的 起 点 ， 估 客 骈 集 ， 往 来 四 方 ；
明清时期，以青岛金口港为主的
海上贸易兴盛起来，成为连接中

国 南 北 和 日 韩 贸 易 的 纽 带 ， 而
且，从青岛出口货物的船只，很
多来自浙江一带。

“港以城兴、城以港荣，千年
商都的辉煌延续至今。”我们还了
解到，邱玉胜的另一个身份是山东
水下考古第一人，他参与的鸭岛沉
船遗址发掘，曾出水过一批明代青
花瓷器，由此推测沉船应为来自南
方一带。“2007 年鸭岛沉船遗址再
次发掘时，还有宁波水下考古力量
加入。”邱玉胜说。

“天下考古是一家”。海洋已成
为水下考古工作者寻觅失落文明的

“蓝海”。今年下半年，第三届“水
下考古·宁波论坛”暨第二届“港
通天下”国际港口文化论坛将在宁
波举行，论坛将以海为媒触摸“蓝
色脉动”。

追 古 抚 今 ，
青岛与宁波一北
一南，自古就是
万里海岸线上遥
相呼应的两颗明
珠。

青岛：与宁波遥相呼应的明珠

“青”春潮“甬”气韵相通

青岛一景。 （青岛市委宣传部供图）

记 者 何晴
通讯员 孙展 陈佳雯

入梅以来，持续性降雨增加
了水产养殖场所光照不足、气压
偏低、溶氧偏少的风险，威胁水
产养殖正常生产。

眼下，正是养殖大黄鱼上市
的高峰期。为做好梅雨季及返晴
后水产养殖管理，市县两级水产
技术推广站专家奔走在一线，为

水产养殖“把脉问诊”。
日前，技术团队来到象山县三门

口网箱养殖基地，对网箱内的岱衢族
大黄鱼进行抽样检测。“解剖后主要
看它内脏的病理变化，同时进行病原
菌检测，如检测出问题，要及时采取
措施干预。”市海洋与渔业研究院病
害防治科技术人员葛明峰说。

养殖大黄鱼 25 年的张进城认
真听取专家意见，面对面咨询养殖
过程中遇到的问题。他告诉记者，

这几年在专家的指导下，他养殖的
岱衢族大黄鱼产量和销路都很稳
定，年产值一千多万元。

“梅雨季对水产养殖的影响，主
要体现在藻类死亡造成水质恶化、
水体缺氧使鱼类浮头等方面。”市海
洋与渔业研究院水产技术推广科副
科长黄呈炜说。他提醒广大养殖户，
接下来会面临高温，养殖从业者还
须持续密切关注高温预警信息，加
强科学投饵及水质管理。

专家团队守护“鱼篓子”

记者 戎美容 通讯员 林涵

一场模拟污水主干管爆管的
应急处理；一场模拟雨天下井作
业的应急场景；一场模拟市电中
断后上游管道污水无法正常输送
的应急抢险⋯⋯梅雨季，宁波水
务吹响了应急演练的“集结号”。

在长丰净化水厂的“数字化
有限空间”演练现场，记者感受
到了满满的防汛科技感。

长丰净化水厂模拟雨天设备
检修下井作业场景。只见一名戴智
能头盔、手环等数字化装备的工作

人员缓缓下井。与此同时，另一端
的联机屏幕中，已跳出实时传输作
业现场的相关数据，为管理者提供
及时、准确的决策支持。此外，该装
备还能实时监控作业人员的生命
体征，遇到异常情况可精准救援，
有效降低事故发生率。

长丰净化水厂厂长金城增表
示，新升级的作业管理平台，集
成了数智化装备、数智化平台及
智能化监管三大特点，实现了对
作业现场环境的全方位监控和作
业人员生命体征的实时跟踪，进
一步提升了人防、技防和物防水

平，为有限空间作业安全提供了强
有力的技术支撑。

应急演练可以提高防汛实战能
力，数字化“利器”极大增加防汛
底气。近日，为有效应对内涝问
题，市水务环境集团海曙分公司引
进了一体化内涝监测水位计设备。

该设备在降雨情况下，能凭借
现场布置的创新型传感器，及时监
测内涝点的水深，触及险情时迅速
报警，并辅以数据传输方式，建立
防汛和城市内涝的一体化展示系
统，通过全市排水“一张图”，对
各项防汛防内涝业务信息进行综合

展示，实现基于“一张图”的管控
调度和作战指挥。目前，海曙分公
司已在永丰北路白鹭园小区路边试
点安装一体化内涝监测水位计。

随着主汛期临近，市水务环境
集团将继续以“迅”制“汛”，凭

“数”治“汛”，筑牢城市安全屏
障。截至目前，市水务环境集团修
订完善城区下穿立交、重点主干
道、水厂 （净水厂） 等应急预案
30 余项，11 辆强排车、34 辆抢险
车、399 台应急水泵、7 万余袋沙
包等应急物资均已部署到位，18
支应急抢险队伍处于待命状态。

防汛加筑数字化“堤坝”

记者 何晴 通讯员 林颖

入夏以来，素有“亚洲第一
钓场”美誉的渔山列岛成为网络

“爆款”旅游地。“每到可通航的
节假日，游客就会涌入，不在岛
上守着，我不安心。”这两天，
象山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的基层
党员沈德法心中的一根“弦”一
直紧绷着。

沈德法是一名有 38 年党龄
的退役军人，也是渔山列岛的驻
岛执法人员、村民口中的“老
沈”。今年是沈德法在渔山列岛
驻岛的第 14 年，加上此前在韭
山列岛驻岛 6 年，他已经献身海
岛资源保护事业整整 20 年。

回忆起刚上岛的时光，沈德
法思绪万千：那时条件很差，发
电全靠柴油机，用水全靠天降
雨，没有手机信号，宿舍里还时
不时迎来蜈蚣、臭虫、蛇等“不
速之客”。“这恰恰是岛内生态环
境良好的见证。”沈德法打趣道。

渔山列岛是国家级海洋生态
特别保护区，岛上植被丰茂、渔业
资源丰富。沈德法的主要工作是制
止保护区内的违法行为、解决渔事
纠纷等。和海岛打交道的 20年，他
形成了一套自己的工作方法。

于公，他是铁面无私、恪尽
职守的执法员。为了防止过度采
捕造成海洋资源破坏，自上岛
后，沈德法充分发挥共产党员的
先锋模范作用，每天早起绕着
2.3 平方公里的海岛巡逻一圈。

“这一绕就停不下来了，前
前后后磨坏了 60 多双登礁鞋。”
沈德法说，一旦发现有违法捕捞
或者破坏岛礁资源的行为，他立
即出手制止、查处；每逢渔民举

报，他必定第一时间组织力量赶赴
现场；遇上渔事纠纷，他总会摆出
情、理、法耐心调解，苦口婆心地
劝说。

久而久之，岛上的违法捕捞和
破坏资源行为得到有效遏制，渔民
的资源保护意识愈发提高。

于私，他是见义勇为、心系百
姓的“热心肠”。有一次，两名游
客意外落水，沈德法不顾涨潮危
险，迅速携带救生设备冲至海边，
联合众人将他们成功救上岸，又对
其中一名生命垂危的游客开展心肺
复苏，最终挽救了他的生命。“我
是一名党员，关键时刻就应该冲锋
在前、挺身而出。”沈德法说。

面对群众，沈德法时刻牢记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村里有一
户家庭，夫妻都是残疾人，不仅生
活难以自理，经济收入也很低。沈
德法经常带些物资去他们家，关心
着他们的生活；他还来回奔走，帮
他们在岛上物色适合的工作、帮助
申领残疾人补贴⋯⋯

“他在村民心中声望极高，‘有
困难找老沈’已经成了大家心照不
宣的默契；他需要村民支持时，大
家也一呼百应。”村民柯位初说。

如 今 ， 沈 德 法 已 年 近 花 甲 。
“虽然今年 11 月就要退休了，但我
会在海岛一线坚守到最后一刻。”
他告诉记者，接班人是个“小年
轻”。一段新的守岛人的故事，即
将开篇。

人物名片

沈德法，曾获浙江省“人民满
意的公务员”、象山县优秀共产党
员、“象山好干部”、“2022 年度最
美宁波人”提名奖等荣誉。

驻守海岛20载
他是人民满意的“老沈”

沈德法 （右） 在执法。 （通讯员供图）

本报讯（通讯员陈招荷） 昨
日，2024 年度暖通大会暨浙江
省 （宁波） 绿色低碳暖通技术发
展论坛举行。本次大会聚焦暖通
行业的创新与发展，旨在探讨绿
色低碳暖通技术的发展趋势和应
用前景，推动行业向更加环保、
高效、可持续的方向发展。

浙江大学制冷与低温研究所
徐象国教授、国家石墨烯应用产
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理事长赵猛

做主旨演讲。宁波奥克斯、广东绿
岛风、松下等企业展示了中央空调
等绿色低碳技术创新案例。

本次论坛的成功举办，为绿色
低碳暖通技术的发展和应用提供了
一个良好的平台，促进了暖通行业
的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不仅为暖
通行业的专家、学者、企业提供了
一个展示最新研究成果和产品技术
的平台，也为行业的绿色低碳发展
指明了方向。

浙江省（宁波）绿色低碳
暖通技术发展论坛举行

本报讯（记者沈莉萍 实习
生赵羿然 通讯员施虹宇） 全民
阅读时代，青少年的阅读情况如
何？前天，《浙江省青少年学生
阅读状况蓝皮书 （2024）》（简
称“蓝皮书”） 发布，2023 年
我 省 中 小 学 生 图 书 阅 读 率 为
94.36%，人均课外图书阅读数量
为 12.52 本，人均每天课外书阅
读时间为 35.71 分钟。

“蓝皮书”通过分析 1.3 万份
问卷、实地走访学校等形式，对
全省青少年阅读状况进行了调
查，并提出了对策和建议。调查
结果表明，浙江中小学生阅读数
量稳步提升，主要阅读指标均高
于或持平全国平均水平；在数字
化阅读深入生活、大放异彩的今
天，纸质阅读仍是中小学生首选
的阅读方式，线上线下结合的复
合阅读，逐渐成为新时期中小学

生的阅读习惯。
我省孩子从 3 岁至 6 岁开始培

养阅览习惯的占 35.31%，6 岁以后
的占 27.50%，“抓早抓小”成为阅
读习惯养成的主要路径。从阅读的
主要目的看，增加知识、开阔眼界
的占 31.60%，满足个人兴趣爱好
的占 27.49%，完成功课、学习需
要的占 16.10%，休闲消遣、消磨
时间的占 13.29%，掌握一些实用
技能的占 11.52%。这表明，浙江
中小学生阅读主体自我意识较强，
阅读功利化倾向较弱。

孩子们喜欢在哪里阅读？图书
馆等公共阅读空间是学校、家庭之
外的有力补充：37.86%的受访人经
常在公共图书馆阅读，30.85%选择
在新华书店、民营书店等实体书店
阅读，其中每月 1 次至 3 次去各类
阅 览 场 所 开 展 阅 读 活 动 的 占 比
32.58%。

浙江青少年去年人均阅读
课外书12本

本报讯（记者成良田） 前日，
亚洲开发银行官网发布消息，该行
批准了一笔 2 亿美元贷款，用于推
动宁波的包容性、低碳和环境可持
续发展。

本次贷款项目名为宁波城市绿
色低碳发展项目，是宁波首个获批
的亚洲开发银行主权贷款项目。此

前，宁波与国际金融组织合作的贷
款赠款项目，主要来自世界银行和
全球环境基金。

据了解，该项目在财政部和国
家发展改革委大力支持下，前期准
备花了不到一年时间，成为亚洲开
发银行在中国诸多备选项目中唯一
在 2024 年上半年具备签约条件的

项目。
亚洲开发银行消息称，该项目

将重点对宁波市政府、地方商业银
行及小微企业在减缓气候变化和开
展绿色融资方面进行机构和金融能
力建设。项目总成本为 5.178 亿美
元，配套资金将由政府、项目受益
方及其他来源提供。项目预计于

2029 年完工。
市财政局官方微信号称，该项

目是宁波财政积极探索“财政+金
融”市场化低碳融资和绿色信贷机
制，围绕解决宁波广大中小微企业
在能效提升、去碳固碳、可再生能
源利用等领域融资难、融资贵问题
的全新尝试。

亚洲开发银行2亿美元贷款助力宁波低碳发展

技术人员正在进行检测。
（陈佳雯 贺林汕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