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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着西安祝女士“街巷游”：
“宁波，我下次还会来”

“水上卫士”汪三涵：
海事守护“不打烊”

文化旅游

跟着CEO游乡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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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助餐厅办婚宴，传统仪式受欢迎

年轻人的婚礼越来越有个性

国庆我在岗

国庆直击

“00后”探店记

城杨村：古村“丰”景迎客来“一天卖出1000多碗汤圆”

企业赶订单 拉满“进度条”
记者 王博 通讯员 徐佳豪 章媛

昨天，记者来到位于鄞州区潘火街道
的佳慧许愿 （浙江） 智能电气股份有限公
司，看到工人正在流水线上紧张地忙碌
着。

国庆假期，佳慧公司共有 107 名员工
坚守岗位。制造导体、挤出绝缘层、成
缆、添加内护层、测试成品⋯⋯大家分工
协作，忙碌而有序。

佳慧公司总经理朱慧说，一线操作工
是最辛苦的，除了发放加班费，公司还通
过送慰问品等形式，对他们的坚守表示感
谢。

昨天，记者跟随朱慧从一楼走到三
楼，依次参观了 3 条生产线，发现这些生产

线大部分已经使用了工业机器人、数控机
床等先进设备，生产效率得到极大提升。

据介绍，该公司成立于 2010 年，主要
经营电缆、配电箱等。2023 年，该公司总
产值达 1.3 亿元；今年 1 月至 8 月，该公司
产值已达到 1.2 亿元。目前，订单已排到
11 月底。

鄞州区潘火街道成立于 2012 年，是宁
波经济最为活跃的乡镇 （街道） 之一。今
年 1 月至 8 月，该街道规上工业总产值达
到 126 亿元，同比增长 5.3%。

“我们街道共有规上工业企业 110 家。
这个国庆假期，八成以上的规上工业企业
在找市场、抢订单、忙生产。我们安排工
作人员 24 小时值班，随时为企业提供服
务。”潘火街道相关负责人说。

国庆假期，我市各景区景点开启“人从众”模式，文旅场景、特色活动“多点开花”，人们趁着黄金周欢聚，赏美景、逛古
镇、看演出，畅享欢乐时光。图为象山影视城花车巡游。 （徐能 吴宙洋 摄）

记者 戎美容 季海鹰 通讯员 周斯佳

尽管假期“余额”不足，东钱湖城杨
村的游客仍络绎不绝，村口那顶巨大的

“农夫草帽”成为游客争相拍照的打卡点。
近些年，“艺术乡村”之风吹到了城杨

村，让村里的古树、灰墙、碧水、廊桥焕
发新的生命力，村民也凭借“乡村旅游
热”，实现了增收创收的“小目标”。

昨天，记者跟随乡村 CEO 朱金丹的脚
步，逛了城杨村的新晋打卡点。

踏着石板路，绕着小溪，拾级而上，
来到名为“é la vita”的窑炉面包店。面
包师正蹲在窑炉前，查看面包的成熟度，
一股浓郁的麦香味扑鼻而来。

“如果没有预订，是吃不到他们家面包
的。”朱金丹的话足以说明这家窑炉面包店
的火爆程度。

主理人之一的朱芷怡告诉记者，开店
的初衷是为了满足自己的口腹之欲，根本
没料到会如此受欢迎。“我们现在只有一个
窑炉，每天出窑的面包数量有限，大概
200 个。”朱芷怡说，现在每日都是“爆
单”状态。

为满足更多消费者的需求，朱金丹已
与村里沟通，计划帮朱芷怡再建一个窑炉。

朱金丹“履新”两个多月，凭借资深
的文旅经验，为这个面包店带来了稳定的
客流。当然，朱金丹为村里出谋划策的案
例不止于此，由她策划的水中音乐节、美
食共富市集等活动，大大增加了村庄的夜
间留客量，还创下了游客单日接待量超

6000 人次的纪录。
前不久，一个“国庆不打烊 欢迎来

城杨”的短视频，在 15 个小时内播放量超
10 万 。“ 村 里 有 几 家 开 了 10 多 年 的 农 家
乐，我们要把口碑做到线上去。我们拉上
阿姨叔叔一起拍视频，宁波话、普通话一
起上，反响很不错。”朱金丹说。

“小朱是我们村的广告招牌，这几天接
待的游客很多是刷到视频才来我家的。”亭
溪山居农家乐 62 岁的店主杨美忠，见到朱
金丹就一顿“猛夸”。

如果说，亭溪山居农家乐是一抹烟火
人间色，那么，城杨 .Young 咖啡店就是一
幅水墨画。

“来，坐在这儿。”记者按朱金丹的指
引，坐在咖啡店临窗的座位，不经意抬
头，远山、廊桥、溪水一下子映入眼帘，
咖啡一杯，有种“熙熙天地一闲人”的松
弛感。原来，这才是这家粉色咖啡馆的

“隐藏款”打卡方式。
朱金丹说，今年夏天，村里的几家咖

啡馆借溪水揽客，溪边撑起遮阳伞，客人
可 以 边 嬉 水 边 品 咖啡，沉浸式融入大自
然。

如何让村里的老业态“发新芽”？让新
业态积极涌入？朱金丹说，每个乡村都有
自身特色，应该各有其美。接下来，她将
围绕“康养城杨”主题，发展农文旅共富
工坊、采摘乐园，同时，引进中式茶馆、
中式养生餐馆等新业态，优化村内业态布
局，打造业态与村庄互利共生、共创共赢
的宁波乡村样板。

记者 戎美容

国庆假期，当众多游客涌向宁波各大
景区，体验“人从众”模式时，一小部分
游客却选择了用另一种方式去认识这座城
市——他们行走在宁波的街巷中，用脚步
感知这座城市的温度。来自西安的祝女
士，便是其中一员。

因行程紧张，祝女士精心挑选了孝闻街
作为她“街巷游”的目的地。之前，她在网上
刷到“开了几十年的永想书店、春鹤饭店相
继闭店”的信息，想着这条以孝子闻名的老
巷应该有许多具有年代感的元素。

在孝闻街的“初始点”，祝女士在海曙
西区老大房买了榨菜月饼和苔菜月饼，打
算边吃边逛。她认为，美食是城市文化不
可或缺的一部分，而西区老大房是开了近
20 年的老店，有宁波老底子的味道。在老
街巷中，祝女士感受到了市井的烟火气，
接触到了各种各样的人，听到了不少“鲜
活”的故事。

沿着马路向前，祝女士来到了一家早
餐店。她买了一块粢饭糕，咬上一口，酥
酥脆脆的，她觉得比以往吃的更美味。在
与店主攀谈中，她得知这对夫妻店主是台
州人，在孝闻街做早餐生意已经 10 多年
了。店主说，以前早餐店的名字叫“早点
来”，后来为了统一街区外观，招牌撤了，
但他们也不是很在意，因为附近的居民认
人不认牌。

意大利作家卡尔维诺在 《看不见的城
市》 一书中有这么一句话：城市不会泄露
自己的过去，只会把它像掌纹一样藏起
来。祝女士说，这些被藏起来的，有城市
的每个街巷，还有街巷里的小人物。

经 过 一 座 四 合 院 时 ， 祝 女 士 驻 足 张
望，原来这里是伏跗室。伏跗室是浙东现
代著名藏书家、目录学家冯孟颛先生的藏
书楼，其名取典于王延寿的 《鲁灵光殿
赋》，意为“伏处乡里不抗显，而致力于
学”，非常贴合宁波人不张扬的个性。如今
的伏跗室，陈列着不少老照片和冯孟颛的
手迹，完整地呈现了冯孟颛“勤聚俭读，
至老不厌”的一生。

“我之前只知道天一阁，如今更能明白
‘书藏古今’一词的厚重感。”参观完伏跗
室后，祝女士信步来到了如意书店，热络
地与 72 岁的店主陈翠宝聊起来。

30 多年前，陈翠宝开了这家书店。彼
时，没有互联网，人们对信息的获取很大一
部分来自杂志和报刊。“曾有一期 《读者》
卖了 200多本，按现在的流行语，也叫‘网
红’了。”陈翠宝说，随着阅读平台的转
换，书店的生意大不如从前，宁波很多报刊
亭也陆续进入了“告别季”。

但陈翠宝依然坚守着这家书店。她给
出了两个朴实的理由：一是因为店铺是自
家房子，不需要租金；二是舍不得那些老
朋友。在聊天中，祝女士看到不少常客来
取杂志、聊近况，深深感受到了书店的温
暖。

在矮屋窄巷中，祝女士也发现了时代
的新元素，比如多家个性化的咖啡馆、城
市创意背景墙等，这些新元素与老街巷的
传统氛围相得益彰，在城市的更新中，为
其平添更饱满的韵味。

祝 女 士 说 ， 这 是 一 次 有 趣 的 旅 游 经
历。在步行中触摸城市的脉搏，在行走中
融入生活，拥抱未知的邂逅和温暖的故
事。她说：“宁波，我下次还会来。”

记者 沈天舟 实习生 蔡诗雪

“谁说宁波是旅游荒漠？”4 日，王升
大南塘店的王店长发了一条朋友圈，配图
是人山人海的南塘老街。

游客多，何以证明？王店长亮出他独
有的计数方式——宁波汤圆的销量。国庆
假期，该店接待的顾客大部分是外来游
客，点一碗大名鼎鼎的宁波猪油汤圆是他
们的“必选动作”。

“一天卖出 1000 多碗汤圆。”王店长
说，他早已习惯节假日的大客流，习惯忙
碌着为游客呈现最地道的甬味。

谈到王升大，宁波人的第一印象就是
它主营的大米和米食，但这家门店则以堂
食为主，主营汤圆等老底子宁波美食。记者
到达门店时是下午，对于餐厅而言理应是
空闲期，但前来就餐的顾客依然络绎不绝。

猪油汤圆、苔菜米馒头、老糖糕、年
糕汤⋯⋯一张张餐桌上摆放的是清一色的
宁波老底子小吃，与其说是就餐，不如说

是在品甬式下午茶。
“保留传统的手艺和味道，是这个品牌

得以延续的生命力。”王店长说，在 100 多
年 的 发 展 历 程 中 ， 王 升 大 有 兴 衰 波 折 。
2013 年，第四代传承人王贤定决心重振品
牌的影响力，在海曙区高桥镇建起了王升
大博物馆，并在几年后开设了这家餐饮旗
舰店。

“博物馆主要是展陈米食文化及品牌历
史，让游客体验米食的制作过程。餐厅则
是百年手艺传承的呈现。”王店长说，为了
适应市场，该店也创新推出了榴莲味汤
圆、牛奶酒酿等产品。

百年老店要专注手工，保持匠心，这
是王店长坚持的开店理念。“目前全店有
60 多种菜品。”他说，下一步将根据销量
等市场反馈删减部分菜品。

走进这家两层楼的店面，从传统器具
的展示、书法作品的展陈到品牌文创的呈
现，处处彰显文化气息。王店长说，文化
是王升大创新发展的源泉。

工作人员在做汤圆。 （沈天舟 摄）

祝女士在买月饼。 （戎美容 摄）

窑炉面包店。 （戎美容 季海鹰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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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毛雷君

每年的国庆假期是婚礼的集中举办时
段。记者在采访中发现，现在的年轻人
在婚礼上更加注重仪式感和个性化。

10 月 3 日，一场别开生面的婚礼在香
格里拉大酒店自助餐厅举行。新郎张孜恒
曾经在这里工作。

目前，户外婚礼被不少年轻人接受，
全程在自助餐厅举行的婚礼，还不多见。

“自助餐厅的菜品其实更加丰富，而且不
会浪费。”张孜恒算了一笔账，按照人均
餐饮的费用，自助餐的费用要低于传统的
酒店宴席。

“当然，我们也根据实际情况，和总
厨进行了沟通，给长辈上了一些菜单上没
有的菜品。此外，现场布置了很有特色的
甜 品 台 ， 充 满 了 喜 庆 。” 对 于 这 样 的 安
排，张孜恒很满意。

婚礼现场，没有冗长的仪式，只有新
人之间的情感回顾和互动。整个自助餐厅
洋溢着一种自由的气氛。不少参加婚礼的
宾客表示，这样的婚礼形式很酷。

明明是一名婚礼司仪。从业近 10 年，
他经历了婚庆市场的起起伏伏，也感受到
了整个婚庆市场的变化。

“现在的新人更加重视仪式感，也更
强 调 个 性 化 的 婚 礼 场 景 。” 明 明 告 诉 记
者，最近不少婚礼的流程更加简洁，时长
也有所压缩。作为婚礼现场的核心元素，
主 持 人 的 作 用 也 发 生 了 一 些 变 化 。“ 之

前，主持人的作用更多的是活跃现场气
氛，让来宾更加开心。”明明说，现在越
来越多的新人愿意用自己的表演来点燃婚
礼的“高光时刻”。他告诉记者，前几天
有一场婚礼，新郎新娘载歌载舞，把婚礼
变成了一场小型演唱会。

宁波市海曙区婚姻家庭协会理事长金
锡波告诉记者，今年婚庆市场有一个趋势值
得关注。“新人更加注重情绪价值和个人体
验，有不少新人选择了‘after party’。”金
锡波说，所谓的“after party”就是指在正
式活动之后举行的更为轻松的社交聚会。
这种聚会通常更加随意，让人们得到放松
和享受。

“95 后”新娘徐文丽告诉记者，晚宴
过后，他们举行了一场闺蜜派对。“在举
行传统的婚礼仪式之后，再搞这样一个小
活动，是释放自我的一种尝试吧。”徐文
丽说。

现 在 举 办 婚 礼 的 场 地 也 有 所 变 化 ，
从之前的大酒店，慢慢向“一站式”婚
礼堂转变。此外，不少乡村有文化中心或
者大礼堂，也成为不少新人举办婚礼的选
择。

近年来，中式婚礼成为不少新人的首
选。羽扬是言若国风团队的联合主理人。
他告诉记者，从这两年来看，中式婚礼在
整个婚庆市场的占比有所上升。羽扬说，
体现在婚礼仪式上，就是婚礼的流程更加
细化。从单一的一场晚宴，现在细分为出
阁礼、迎亲礼、告祖礼等，既能体现传统

文化，也让新人有更多的个性化展示。
宁波市婚庆行业协会秘书长葛炜波坦

言，目前宁波婚庆市场主要呈现两大变
化。一方面，星级酒店和“一站式”婚礼
堂等场景已经呈饱和状态，新人更加注重

婚房布置、伴手礼等个性化元素，用细节
来体现自己婚礼的独特性。另一方面，在
婚礼的举办地上，有了更多选择，比如在
各地的婚姻登记中心或者旅游目的地举行
婚礼，更加多样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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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习记者 林昱辰 通讯员 祁凯 马列

“我见证了海事和港航经济 30 多年的
发展，非常自豪。”当“海巡 22”轮巡航
至宁波舟山港穿山港区时，船长汪三涵感
慨。

国庆期间，水上交通流量增大。为确
保各类船只海上航行安全，宁波海事局 24
艘执法船艇不定时在海上巡航游弋，“海巡
22”轮便是其中之一。

“我们的工作包括监管海上交通、应对
突发事件、维护海上安全、为过往船舶提
供信息服务等，基本上是 24 小时待命的状
态。”今年国庆，宁波沿海的水文气象十分
复杂，台风“山陀儿”和强冷空气相继影
响宁波沿海。“海巡 22”轮驻守的虾峙门
深水航道，是大型和超大型船舶进出宁波
舟 山 港 核 心 港 区 的 “ 咽 喉 ”。 在 “ 海 巡

22”轮等的巡航保障下，百万吨民生能源
物资顺利接卸。

此外，大风影响过后，避风渔船集中
出港作业，“海巡 22”轮在商渔船密集交
汇区游弋驻守，保障商渔船 海上航行安
全。

10 月 1 日 0 时至 10 月 6 日 13 时，“海巡
22”轮完成重点时段海上动态游弋巡航驻
守共 36 小时，巡航里程共 120 海里，其余
时间均在码头应急待命。

除了国庆假期，汪三涵有 11 个春节是
在工作岗位上度过的。

“我最喜欢在晚上看灯火通明的码头，
那种场景让我自然而然地想守护好这里。”
汪三涵见证了港口的巨变，“过去这里全是
滩涂，荒无人烟，现在宁波舟山港已经是
全球最繁忙的港口之一了，成为支撑国家
发展的硬核力量。”

汪三涵和船员们在值守中。 （林昱辰 摄）

一线操作工坚守岗位。 （王博 摄）

新人在婚礼上写下爱的誓言。 （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