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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中国大运河成功进入
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的十周年，也
是杭甬两地围绕中国大运河“对
话”的第四年。

非凡十年，运河新生。站在
三江汇流处，望着滚滚东去的运
河水，不禁让人思绪万千。

河润万物，海纳百川，大河
文明奔腾千载，杭州和宁波——
大运河上的“双子星”，如何互润
互利？今天的宁波，如何续写运
河文明华章？

“同一条运河”畔的双
城互润

中 国 大 运 河 由 京 杭 大 运 河 、
隋唐大运河、浙东运河三部分构
成 ， 全 长 近 3200 公 里 ， 流 经 北
京、天津、河北、山东、河南、
安徽、江苏和浙江。

其中，位于中国大运河最南
段的浙东运河，北起钱塘江南岸
的杭州西兴古镇，向东南横穿绍
兴 、 宁 波 两 市 ， 于 镇 海 汇 入 东
海。这条通江达海的黄金水道，
贯穿了江南 2500 年的历史，也将
杭甬两个城市的文化和经济紧密
联系在一起。

保护大运河，就是保护我们
的“母亲河”。

大运河申遗成功十周年，杭
甬两地签署了 《杭甬大运河文化
遗 产 保 护 传 承 利 用 合 作 框 架 协
议》。在未来，浙东运河上的“双
子 星 ” 将 继 续 共 筑 运 河 保 护 体

系，推进运河遗产永续利用；共
创运河传承机制，推进运河文化
交流互鉴；共享运河遗产资源，
推进运河城市活力迸发。

如何唱好杭州、宁波“双城
记”？已连续举办四届的中国大运
河杭甬对话活动，正是这首“歌”
里美妙的音符之一。

还记得吗？在浙东运河首尾
相连的城市——宁波和杭州共同
举办的“同一条运河”线上直播
活动上，国内知名文博专家和杭
甬两地学者在“云端”相聚，研
讨在新时代复活“运河千古情，
江南盛世缘”的话题。

还记得吗？去年“潮涌运河
之美 共享亚运之光”为主题的
宁波市民宿产业 （杭州） 对接活
动，将宁波民宿产业和民宿文化

“搬”上杭州京杭大运河游船，把
甬城最新又亲民的民宿产品、地
方特色美食和亚运会伴手礼带到
杭城百姓身边。

还记得吗？杭甬两地连续四
年举办大运河线下研学活动，小
小文保志愿者用脚步丈量“家门
口”的运河文化遗产，去年杭州
市京都小学和宁波市鄞州区中河
实验小学共同发布了运河文化主
题校本课程 《河韵》。

还记得吗？杭甬联动持续推
进共享文化惠民服务机制，让杭
州 和 宁 波 的 市 民 到 对 方 城 市 游
览 更 便 捷 ， 宁 波 市 民 可 以 申 领
西 湖 公 园 卡 畅 游 约 20 个 景 点 ，
而 杭 州 市 民 也 可 以 像 宁 波 市 民
一 样 线 下 办 理 宁 波 公 园 年 票 并
享 受 相关优惠，两地还在杭州图
书馆、宁波图书馆相继设立“湖

海对话·书香杭甬”阅读角，共
唱文脉新篇，让书香飘满“同一
条运河”。

⋯⋯
杭甬对话作为深化互学互鉴、

合作交流的重要平台，正在助推大
运河焕发时代新风貌，在高品质推
动大运河文化建设中持续发挥作
用。

打造大运河国家文化
公园建设的宁波样板

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包括京
杭大运河、隋唐大运河、浙东运
河三部分及其 10 个河段，涉及北
京、天津、河北、山东、河南、
安徽、江苏、浙江 8 个省 （市）。

当前，各地通过展现文物遗
存的文化、弘扬历史文化、活化
流淌伴生的文化，深入挖掘大运
河 文 化 蕴 含 的 中 华 文 明 突 出 特
性，推进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
设，使大运河不断绽放新时代文
化光彩。

宁波也不甘落后，目前制定
了 《宁波市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
利用暨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方案》。
该方案提出，要打造中国大运河
文化保护传承利用和国家文化公
园建设宁波样板。

当前，宁波全方位推进大运
河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利用事业高
质量发展，着力推进大运河国家
文化公园建设。

“宁波三江口核心展示园、浙
东运河集中展示带已经被列为国
家级核心展示园和国家级集中展
示带，目前我们正在积极谋划三
江口核心展示园详细规划，以展
示大运河 （宁波段） 河海联运、

通江达海的魅力。”宁波市文化遗
产管理研究院副院长江怀海告诉
记者。

目前，宁波对 40 余个大运河
（宁波段） 国家文化公园标志性项
目制定了建设时间表。

在宁波，展示宁波城墙、塘
河的望京门遗址公园和展示塘河
水利、塘河生活的西塘河文化公
园均已建成并对外开放。

大运河贯通着国家级历史文
化名镇慈城和历史文化名村半浦
古村、大西坝古村等运河聚落遗
产，这些名镇古村正在活态传承
着大运河沿线的非遗谱系。

通过深挖甬江北岸近现代工
业遗存，昔日的宁波火车北站化
身宁波文创港，而展示宁波河海
联运下的“码头文化”“渔业文
化”“仓储文化”的甬江北岸滨水
创意园正逐步呈现。

我 市 倾 力 打 造 的 “ 夜 游 三
江”重点文旅品牌，正在常态化
点亮三江口城市灯光。

天一阁南馆及周边配套设施
项目总投资约 19.8 亿元，计划于
2027 年底开放，建成后将融文物
典藏修复、文旅消费体验、陈列
展览服务为一体。

⋯⋯
“ 我 们 将 立 足 大 运 河 （宁 波

段） 无法取代的地理优势和特色
鲜明的枢纽作用，积极发挥我市
地处中国大运河通江达海‘最后
一公里’的区位优势，充分发挥大
运河 （宁波段） 世界文化遗产与
海上丝绸之路‘双廊道’交织的
文化优势，构建大运河展示主题
及文化标识性项目，助推现代化
滨海大都市建设。”市文物局相关
负责人说。

双城互润 打造样板

杭甬谱写大运河“入遗”十年华章
深一度 浙江新闻名专栏

小桥流水、杨柳依依、鸟儿欢唱……水域面积约12万平方米的鄞州公园二期仿佛是
一处美丽的世外桃源。近年来，我市以加快推进现代水网建设为契机，结合交通、文
旅、生态、体育等工程建设，全域推进幸福河湖建设。至今年底，全市将打造完成“河
湖网红”幸福风情点 40处、市级幸福河湖 25条、高品质水美乡村 50个，推出幸福河湖
精品游线11条，城乡居民“15分钟亲水圈”覆盖率达80%。 （严龙 王博 摄）

幸福河湖润万家

时晓竹

9年前，灵桥路768号，甬派诞生。
回望 3200 多个日子，我们时以秒计，用热情与执着，在一个加

速奔跑的时代中、各种不确定的变化中，寻求一个确定的方向——
π，无限可能！
9年来，我们跨越千山万壑，依然心潮澎湃。
今天是甬派 9周岁生日。我们初心如始，笃定前行，与这座城，

与670万注册派粉，迎来又一个朝阳。
站在11.0版本新起点，智π，见未来。为这座城，奏响一曲变革

的乐章。
一个个满是温度、带着韧性的“宁波声音”——
在宁东路901号回荡；
在长三角，在全国，在甬派传声所及的36个国家和地区回响。
身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唯一不变的，是变化——
杜甫说，天上浮云如白衣，斯须改变如苍狗；
赫拉克利特说，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
社会在变化，时势在变化，观念在变化，我们也在变化。
融媒时代，大浪淘沙，媒体无不经历一场前所未有的深刻变革。
传统媒体在寻求生机，新媒体在“光速公路”上迭变。
媒体形态不断变迁，唯一不变的，是信念。

“新闻+政务服务+商务”，一体推进的区域化传播服务聚合大平
台，甬派烙下的升级印记，始终如一。

移动互联时代，我们在顶层架构下量身定位。
这，是对媒体时代之变的应变之策，更是对派粉的真诚回馈——
670万注册用户，就是最大的底气、最坚实的后盾。
这 9年，甬派与派粉一起，风雨兼程，记录新时代的万千气象，

传递这座城的活力与温暖。
沾泥土、带露珠、冒热气。
……
总有一些篇章，因为甬派的记录、讲述，有着穿透时空的生命力——

“挡刀女孩”崔译文，感动亿万网友；
宁波九旬老人“最后的牵手”，温暖全网；
星光虽微，“点灯人”钱海军却用“一盏灯”点亮“千万盏灯”；
以美化人，“小裤脚教授”将论文写在大地上，放飞乡村振兴梦想；
……
在新媒体的星空下，我们淬炼“四力”，探索π的无限可能。
这9年，我们跨越万水千山，身影留在炽热的大地上——
穿行“一带一路”十四个古城古港，我们用《十四城纪行——探

寻魅力“活化石”》，倾情架起十四城互联互通友谊之桥；
我们在行走和畅想中，完成 《世界第一大港成长记》，向改革开

放致敬；
我们沿着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宁波的足迹，探寻“硬核力量”，看

杭甬唱好“双城记”；
我们寻脉大运河，携手沿线16家媒体，探问流动的文脉；
我们沿着1.84万公里的海岸线，探访8个省 （直辖市） 20多座重

要沿海城市，探源中华海洋文明，还将赴东北亚和东南亚，寻找中国
与亚洲海洋文明互鉴的印记；

……
我们以最大的确定性，记录时代，把脉时代。
我们与时代同行，与城市同行，与派粉同行。
这 9 年，从π到智π，大数据和人工智能，让甬派服务更暖心、

更贴心——
搭建“宁波亲家园”，打造青年人才暖心服务平台；
以“城市大脑”大数据为基础，推出集台风路径、道路封闭、积水

监测等查询于一体的“防台神器”，提供地质灾害预警与城市感知服务；
推出掌上“民生e点通”问政平台，回应投诉咨询等民生关切；
建设全市社区联盟，提供社区服务；
……
2023 年 3 月 29 日，甬派再出发，打造市级重大新闻传播服务平

台，希冀建设一个有黏度、有温度的内容生态及用户生态，并希冀建
设成为长三角有影响力的大平台。

这9年，从π到智π，我们正经历一个伟大的万物互联时代——
从传统媒体时代，到以生成式人工智能和大数据为引领的全媒体

时代，甬派的脚步，从未停歇；
从“兵来将挡水来土掩”、见招拆招式的应变，到顶层架构下新

技术新应用的领变，甬派对新技术的渴望，从未停歇；
从目力所及笔端生风云、文章合为时而著的探寻，到以远见、见

未见的探寻，甬派对想象力的不设限，从未停歇。
从π到智π，无限可能的不只是活力，是与时俱进的见识和胸

襟，更是未来。
2024年，一个个求变之举，甬派π力澎湃——
上线以旧“焕”新平台，为消费者解惑，为优品代言，让生产到

消费各环节畅通；
发起“千名记者联千企”行动，挖掘宁波企业故事，助力企业扬

帆出海；
开启线上公益“市民夜校”，打造“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

媒体教育平台；
推动思政教育进入Z时代，新青年打卡新地标，感受城市巨变；
开通“思政巴士”，搭载万千中小学生，体验“知行合一”的城

市脉动；
……
变中求新、新中求进、进中突破！
孜孜以求，智π激荡，万物互联让一切皆有可能。
站在时代的风口，智π，见未来——

“民生e点通”问政平台，有了AI智能问答功能；
AI创新实验室，派粉可通过声音和图像，与甬派君互动；
每一篇报道，有了AI智能摘要；
……
九九归一，久久为功，万象更新。
甬派，正从“新”出发，御风而行。

智π，见未来
——写在甬派9周岁生日之际

记 者 沈天舟
通讯员 叶维肖 李园

“12 号蜂箱，温度 27.3℃，湿
度 78.1%，蜂箱重量 5.4 千克，状
态正常。”这几天，室外骄阳似
火，在海曙区龙观乡中华蜜蜂养
殖基地，蜂农何松才坐在办公室
通过微信小程序依次查看基地内
蜂箱的情况。

“土蜂也住上‘智能家居房’
了。”与蜜蜂打了 40 多年交道的何
松才告诉记者，以前养蜂每天要
开箱检查蜂群情况，蜂箱内的温
度 、 湿 度 等 条 件 都 会 影 响 产 蜜
量，“现在通过手机就能实时掌握
蜂箱情况”。

“ 我 们 发 现 应 用 传 统 技 术 养
蜂，人力成本高、产量偏低，经济
效益不佳。”该基地负责人张海红
说，去年，他利用本地高校资源
成立自主研发团队，将智能蜂箱
引进基地，抢先搭上数字农业的

“快车”。
从蜂箱的选材到加工，从传

感器的制作到小程序的开发，均
由研发团队成员自主“操刀”。上
个 月 ， 他 们 攻 克 了 一 个 技 术 难
关——电量续航。“我们在蜂箱顶
部加装了太阳能光伏板，保证智
能设备持续运作。”张海红说，目
前电池续航可以满足蜂箱在连续 7
个阴雨天正常工作。

打 开 “ 探 蜜 四 明 ” 小 程 序 ，

记者看到蜂箱内的温度、湿度、
蜜 蜂 进 出 量 、 采 蜜 量 等 实 时 数
据，一旦数据出现异常系统会自
动提示。未来，研发团队还计划
在蜂箱内引入可视系统，结合 AI
技术对其他生物种类进行监测，
避免有害物种入侵。

智 能 蜂 箱 对 养 蜂 有 何 改 变 ？
传统养蜂蜂农要定时打开蜂箱查
看蜂群数量及健康情况，如今开
箱次数减少，降低了人工成本，
减少了对蜜蜂的干扰；通过智能
传感器，蜜蜂进出蜂箱的次数一
目了然，蜂农能够实时掌握蜂群
状态；通过感应蜂箱重量，可计
算出蜂蜜产量，精准采收；智能
蜂桶可分批采收成熟蜂蜜，有效

管理产量⋯⋯
目前，该基地内共有 120 个蜂

箱，每箱蜂年产蜜量在 10 公斤至
15 公斤之间。“目前我们正陆续更
换智能蜂箱，未来每箱蜂的年产蜜
量有望提升至 20 公斤。”张海红
说，“后续，我们将为当地蜂农普
及智能蜂箱，帮助他们降本增效。”

目前，龙观乡养蜂农户有近
100 户，中蜂产业年总产值约 250
万元，户均年增收 1.5 万元。“我
们不断延伸中蜂产业链，开发蜜
蜂 研 学 课 程 ， 打 造 中 蜂 科 普 基
地、蜜源植物基地等，在助力生
物多样性友好保护的同时，推动
农文旅一体化发展。”龙观乡相关
负责人说。

土蜂住上了“智能家居房”
养蜂人用手机能实时掌握蜂箱情况

近日，鄞州区甬江、奉化江堤防应急提升工程通过竣工验收，这意味
着该区堤防工程抗风险能力、应急防汛能力得到双提升。

（王博 郑怡如 摄）

鄞州区甬江奉化江堤防鄞州区甬江奉化江堤防
应急提升工程通过竣工验收应急提升工程通过竣工验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