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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来“粤”会

民谣新声

在宁波看见文明中国
我们的家园

“即便是现在，宁波人还会买赵
大有的宁式糕点、吃缸鸭狗的经典
款芝麻汤团，甚至把这些作为送给
亲朋好友的上佳选择。”宁波地方文
化研究学者、宁波市地名办专家组
成员徐雪英说。

在她看来，《老宁波买特产》不仅
细数了上世纪以来的宁波特产，更反
映了老宁波“热腾腾”的商业气息。

宁波的“老式”商业街

民谣《老宁波买特产》主要流传

于宁波市区。
“老宁波的特产种类繁多，特

产店铺聚集，更不缺‘名牌’。”徐
雪英说，其背后原因就在于老宁波
的 大 片 商 贸 区 —— 宁 波 的 古 早

“CBD”。
作为港口城市，宁波海上贸易兴

盛，又因位于中国大陆海岸线的中
段，所以成为南北商客理想的中转站。

“俗话说，‘走遍天下，勿如宁
波江厦’。姚江、甬江、奉化江三
江的交汇处最为热闹，商人乘船而
来，就近采买补给、批发交易。时
间一久，这里就成了商品集散中
心。”徐雪英说，从鼓楼沿街、城
隍庙周围、江厦街天一广场附近，
到南门三市 （现称南塘老街） ⋯⋯
宁波的商业网络，越拓越宽。

商业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会呈
现集约化的趋势，商家们转向“小
而专”的商业模式，各行各业的

“翘楚”出现在人们面前。
“民谣里唱的都是跟老百姓最

贴近的百货业的发展情况，吃穿用
度样样齐全。”徐雪英说，这首歌
实际上是宁波网红打卡点的一个串
联 ，“ 到 了 宁 波 ， 去 哪 里 买 好 吃
的？哪些东西值得买？听这首民谣
便一清二楚”。

百年“老字号”的浙商精神

“根据这首民谣提到的店铺存
在的时间推测，它可能最初传唱于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徐雪英说。

即便年代久远，但一听到这首

民谣，许多宁波人还是会感到特别
亲切，因为其中提及的一些企业现
在还在。

“一个成功的企业能够延续百
年，肯定有自己的优势和生存的智
慧。宁波的‘老字号’在市场经济
的大潮中所展现的适应力和竞争
力，也是这首民谣值得被仔细挖掘
的地方。”徐雪英说。

比 如 创 立 于 1926 年 的 缸 鸭
狗，创始人“江阿狗”从老城隍庙
的一家汤圆摊位做起，因为人和
善、用料考究、制作精细，生意一
点点做大。如今，缸鸭狗已然成为
宁波汤圆的金字招牌。南来北往的
人，吃上一碗猪油芝麻汤圆，便有
了特殊的“宁波记忆”。

再比如迄今已有近 300 年历史
的楼茂记。它起初只是一对楼氏夫
妻在百丈路上摆的一个简陋的豆芽
摊。生意红火后，夫妻俩不断创新
并扩大经营范围，开设了豆腐作
坊，自产自销豆腐、豆芽、素鸡、
香干等商品。值得一提的是，传承
至今的楼茂记，已成为国内外知名
的“老字号”，其产品远销非洲、
东南亚、欧美等地。

“又比如冯存仁堂，当时每个月
初一、十五 ， 药 品 一 律 打 九 折 。
这体现了宁波医药行业把仁义放
在 第 一 位 的 经 营 理 念 。” 徐 雪 英
说，民谣就像一条纽带，让我们
回望历史时，发现正是那些藏在
宁波“老字号”里的不变的匠心和
创新求变的经营理念，铸就了它们
的商业传奇。

丰富宁波文旅的新体验

能否以一首民谣为原点，拓展
出更多关于宁波“老字号”的文化
旅游体验？

“宁波是历史文化名城，也是
商贸之都。《老宁波买特产》 这首
民谣，就是宁波作为港口城市商业
活力的具象化体现。”徐雪英说，

“当时为了推广宁波的特产商品、
宣传宁波的‘商业中心’，需要一
首朗朗上口的‘顺口溜’作为文旅
宣传手册，就像我们现在拍的一条
短视频、写的一篇博客。”

“这也给了当下的我们一些启
示：或许真正与老百姓吃穿用度紧
密结合，落实生活中点点滴滴的推
广方式，才能让宁波的形象更加深
入人心。”徐雪英说。

不仅如此，打响百年“老字
号”品牌，也是城市文化自信的深
刻体现，有助于深入了解一座城市
的精神与品格。

“ 回 看 宁 波 的 百 年 ‘ 老 字
号’，它们能在新的时代背景下焕
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一定有很
多 有 趣 的 故 事 可 以 讲 。” 徐 雪 英
说 ， 这 些 故 事
是 一 个 人 的 故
事 、 一 家 企 业
的故事，更是一
座城市的故事，

“ 这 可 能 就 是
‘老字号’留给
我们的意义吧”。

《老宁波买特产》，唱出烟火气

记 者 王 佳
通讯员 方乾芳 张 孝

“合理规划时间和路线，慢慢
把‘单量’提升上去⋯⋯”在“甬爱
E 家”江北枢纽站“青年午校”，获
评江北区新业态“锋领工匠”的“90
后”外卖女骑手潘星热情分享着她
的送单经验。

外卖小哥小唐对此印象深刻：
“给了我很大启发，我的‘单量’也
增加了不少。”“青年午校”，一个专
属于新就业群体的“授业”平台，被
小唐挂在嘴边，心心念念。

今年 3 月，江北区委社会工作
部、江北团区委推出“青年夜校”，
点亮了江北青年新型“夜生活”。不
过，不少小哥由于配送忙、路途远
等原因，想学却没有机会。在广泛
调研的基础上，“青年午校”应需而
生。“经验分享、宁波话教学、压力
疏导、音乐疗愈、健康保健，都是我
喜欢的课程，而且都是纯公益的。”
小唐笑着说。

近年来，以平台经济为代表的
新业态蓬勃兴起，聚集了快递员、
外卖配送员等大量以灵活就业为

主的新就业群体。他们一头连着经
济发展最活跃的经络，一头连着社
会民生最关注的焦点，在增添城市
发展活力的同时，也面临不少急难
愁盼问题。

对此，宁波统筹整合政府、企
业、社会组织等各方资源，在商超
市场、商务楼宇、核心居住区等小
哥聚集地、必经处，创新打造 633
个“甬爱 E 家”户外劳动者服务驿
站，集成便民服务、奋斗加油、民情
前哨、文明公益、党团志愿等功能。
目前，我市累计服务新就业群体和
户外劳动者 247 万人次。

驿站服务暖“新”，城市更有温
度。各地“甬爱 E 家”还推出了各自
的特色服务，受到小哥欢迎。

为更好地满足新业态新就业
群体需求，我市通过全面排摸，梳
理 入 职 帮 带 、职 业 规 划 、业 务 增
智、社会关爱、便利医疗等全生命
周期服务链，综合推出政策宣讲、
技能培训等 80 个服务项目，落实
2000 万元关爱保障基金，并招募
爱心企业、社会组织成立“甬爱 E
家爱心联盟”，帮助 7200 多人解决
子女托管、家属就业等难题。

“甬爱E家”温暖城市“赶路人”

本报讯（记者陈敏）高血压、糖
尿病（下称“两慢病”）患者配药最
长可配 12 周，用药处方可外配。记
者近日从宁波市卫健委了解到，为
有效破解群众反映的基层“配药
难”问题，即日起，宁波市推出“两
慢病”配药更省心便民惠民五项举
措。

提供“两慢病”长处方服务。基
层医疗卫生机构按照省定“两慢
病”药品种类，经医生评估后，可向
病情稳定、确有需要的“两慢病”患
者开具 4 周至 12 周的长处方。

增加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两慢
病”用药品种，“大医院配的药在基
层医疗卫生机构配不到”这样的情
况有望减少。按要求，各地将针对

“两慢病”开展辖区内群众用药品规
需求调研，精准掌握辖区群众“两慢
病”常用药品需求。县域医共体（城
市医联体）牵头单位根据浙江省“两
慢病”常用药物配备清单，优化现有
药房、药库存量结构，落实药品配
备，并指导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以群
众需求为导向，制定“两慢病”用药
供应目录，原则上规格总量只增不
减，并建立定期调整和优化药品供
应目录机制，做到应配尽配。

我市还将实施紧缺药品登记
配送服务。针对群众有需求的个别

“两慢病”药品，一时无法实现及时
采购的，乡镇卫生院、街道社区卫
生服务中心及下属社区卫生服务
站和政府办的村卫生室将建立缺
失“两慢病”药品登记制度，在规定
时限内及时向医共体牵头单位调
配或按目录自行采购药品。

提供“两慢病”用药处方外配
服务。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将按《浙
江省卫生健康委办公室关于进一
步加强公立医疗机构外配处方管
理的通知》和《宁波市医疗机构外
配处方管理办法》有关规定，提供

“两慢病”用药处方外配服务，并依
托医共体牵头单位加强外配处方
的日常监管。

此外，我市还将加大力度拓展
“互联网+药品”服务。一方面，以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为主体提供“共
享药房”服务，针对群众有需要但
药房未配备的药品，由基层医生通
过 HIS 系统开具“共享药房”用药
处方，以“在院付费、送药上门”方
式，解决基层群众“配药难”问题；
另一方面，以互联网医院为主体提
供“复诊配药”服务，群众在宁波
云医院平台上的互联网医院选择

“复诊配药”，互联网医院以“线上
付费、送药上门”方式，为群众提供
更加便捷的配药服务。

宁波推出“两慢病”配药便民举措
最多可配12周用药量

扫码看视频

见习记者 王佳辉

今 天 是 第 44 个 世 界 粮 食
日。昨天上午，记者来到鄞州区
姜山镇，只见成片的稻田即将进
入收割期。放眼望去，稻田向远
处无限延伸，微风吹过，金黄色
的稻穗摇曳，绘就一幅丰收的画
卷⋯⋯

“虽然今年夏天高温少雨，
但水稻整体长势良好，平均亩产
量预计可达 800 公斤，略高于去
年水平。”姜山联兴粮油专业合
作社负责人卢方兴说，“晚稻收

割工作将于本月底启动，会持续
近一个月。”

沿路深入稻田，不同品种的
水稻在记者身边一一呈现，它们
高度不同、颜色不一，稻穗的饱
满程度也略有区别。宁波种业股
份有限公司的工作人员正蹲在稻
田边，仔细评估不同品种的水稻
的长势，并开展相关测量。

“我们这片试验田有 1100 多
亩，育有 82 个品种。”卢方兴介
绍 ，“ ‘ 甬 优 59’‘ 甬 优 1540’
等都是近些年引进的水稻品种，
它们的抗病性比较好，米质优

良，口感也不错。”
如今，“甬优”系列籼粳杂交

水稻品种已成为全国水稻种业“金
品牌”。自 2000 年以来，宁波已育
成 94 个 “ 甬 优 ” 系 列 杂 交 稻 组
合，已推广超 8000 万亩，覆盖全
国 17 个省 （区、市）。此外，“甬
优”系列籼粳杂交水稻品种选育技
术还入选浙江省十大引领性育种技
术，“甬优 1540”水稻种子更是获
得了省政府知识产权奖植物新品种
一等奖。

近年来，宁波市积极响应“藏
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不断推

进人才、项目、资金要素向现代种
业集聚，用一粒粒“金种子”让宁
波人端稳自己的饭碗。

持续优化年度产粮大县利益补
偿机制，不断推出规模种粮、病虫害
飞防等相关补贴政策，推动水稻耕
作相关农业机械设备更新换代⋯⋯
在多方努力下，宁波市粮食生产实
现耕作、栽植、植保、收获、烘干
全程机械化，农户种粮积极性普遍
提高，水稻亩产量稳步提升。

“今年又是个丰收年。”卢方兴
感叹，如今，宁波人的饭碗装得更
满、端得更稳。

记者一线见闻：

看！稻浪翻滚，“丰”景如画

昨天，海曙区古林镇蜃蛟小学的40余名学生走出课堂，走进稻田，了解水稻的生长过程，上了一堂生动的“节约粮食课”。
（徐能 裘保莉 忻之承 摄）

见习记者 赵煜 记者 单玉紫枫

昨 天 ， 第 136 届 广 交 会 开
幕。

在人山人海中，记者看到了
不同肤色的参展商，遇见了行
色匆匆的采购商，碰到了着装
统一、耐心细致的志愿者⋯⋯
但还是头一遭解锁一道特殊的风
景——轮椅上的“老广交”！

“今年出了点意外，脚骨折
了，但我想着轻伤不下火线，还是
来见见朋友们。”在一号展厅甬泰
平进出口有限公司摊位处，总经
理王定英坐在轮椅上说，“我参加
广交会 30 多年了，一届都没有缺
席过，这次也不能例外。”

坐着轮椅参展，一线“督
战”，王定英显然有备而来。

“汇率波动，订单相对减少，
但越是这样，我们越要努力克服
困难，争取通过本届广交会完成
全年目标。”她说，今年前三季度，
甬泰平实现进出口总额 9000 万
美元，较去年同期增长 4.5％，达
成阶段目标，但依然不能松劲。

“老广交”，一届都不能缺
席。这是王定英的执着，也是无
数宁波外贸人的心向往之。

“ 我 的 ‘ 第 一 桶 金 ’ 是 在
1994 年的广交会上赚来的。”宁
波正威进出口有限公司总经理袁
吉明笑道，当时，一个小小的摊
位，被他塞得满满当当。因为吃
不准外商会喜欢哪一款产品，索
性一股脑儿全堆上。

直到一名法国客人在“杂货
铺”里精准地相中了一款电动工
具，并当场下了 5 万美元的“巨
额”订单，袁吉明才醍醐灌顶般

找准了发力方向：要卖，就卖附加
值高的产品。

沿着这条路，袁吉明一走就是
30 年。

一线的市场风声，永远会在广
交会上流传：它关乎新设计、新技
术、新材料、新能源，以及用这些
创新元素包裹的新产品。这是经济
的冷暖，亦是开放的风向。

如今，放眼宁波，从曾经偏居
一隅的“货郎小队”到逐浪广交的

“万人天团”，宁波智造、宁波创造
已如雨后春笋般涌现。

“我们对内建立超过 100 人的
研发团队，对外与中国科学院、浙
江大学、大连理工大学等机构和高
校广泛开展产学研合作，加快新技
术的引进转化。”宁波佳音机电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负责人鲁定尧骄傲
地说，自家产品是智能家居等高端
成品的核心零部件。

目前，佳音机电已向 1000 多家
海内外企业供应零部件，其中不乏
美的、海尔、飞利浦等家电巨头。

宁波盛威国际将展位装点得如
同太空舱一般。

“我们在广交会上不仅要传达
产品信息，更要为中国外贸 4.0 阶
段做好准备。”负责人王磊告诉记
者，自 2007 年推出第一台机柜以
来，盛威国际不断扩大产品阵容。
产 品 研 发 人 员 以 “95 后 ” 为 主 ，
同样，参加本届广交会的主力业务
人员也是“95 后”年轻人。

未来，正在到来！这也是宁波
团的一大看点。

本届广交会上，一大批宁波专
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和单项冠军
企业集体亮相，占到了宁波参展企
业总数的近三分之一。

坐着轮椅来“督战”

老宁波买特产

缸鸭狗买汤团，五老峰买香肠，
楼茂记买香干，赵大有买金团，
老大有买高包，董生阳买橘饼，
宝兴斋买肉包，孟大茂买香糕，
老同源买咸货，崔兴泰买鲜货，

灵泽庙前买咸齑，
城隍庙买茴香豆，
河利市桥买大米，
张斌桥买黏头树，

天宝成银楼买金银，
冯存仁买药材，
大有丰买百货，

源康布店买洋布，
老三进买鞋帽，
老德馨买香烛。

记者 张芯蕊 陈妤涵
孙宇卓 史米可

本报讯（记者张芯蕊） 昨天，
第六届世界佛教论坛文化展陈在弥
勒博物馆揭幕。本次展陈以“同愿
同行 和合共生”为主题，展陈总
面积约 2.3 万平方米。

本 次 展 陈 设 置 了 “ 和 合 共
生 —— 世 界 佛 教 文 化 艺 术 展 ”

“ 同 愿 同 行 —— 中 国 佛 教 传 承
发 展 主 题 创 作 展 ” 和 “ 翰 墨 佛
缘 ——‘中国历代绘画大系’佛
教艺术珍品展”，全面展示佛教文
化发展成就。

主办方提供的数据显示，本次

共展出各类展品 3000 余件，其中
三大主题展共展出文物 73 件，另
有 2974 件其他各类艺术品。

“和合共生——世界佛教文化
艺术展”着眼于中华文明与世界
佛教的“和合”与“共生”，梳理
世界佛教文化的发展脉络，体现
佛教多元、和平、圆融的文化理
念。

“同愿同行——中国佛教传承
发展主题创作展”主要通过艺术创
作与学术研究的深度结合，表现佛
教传入中国后的传承与发展，彰显

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
观。

“翰墨佛缘——‘中国历代绘
画大系’佛教艺术珍品展”旨在以

“画”为桥，促进文明交流互鉴，
凝聚中华文化自信。

30 米中国山水画长卷 《梵山
圣境》 是“同愿同行”主题展的压
轴之作。画卷高 1.2 米，以中国画
特有的“游目骋怀”的观物方式，
以传统手卷的形式徐徐展开，右起
左收，极富韵律。

本次展陈还将裸眼 3D、全息

投影、交互式多媒体等多种现代
展 陈 技 术 充 分 应 用 于 各 主 题 板
块，实现了叙事情境在文物展品
上的全方位、立体式、多角度呈
现。

浙江地处东南沿海，是海上丝
绸之路和中韩日三国佛教界“黄金
纽带”的重要节点。宁波作为海上
丝绸之路的重要港口，佛教文化是
对外交流的重要内容之一。

据悉，“同愿同行”“和合共
生 ” 主 题 展 为 永 久 展 ，“ 翰 墨 佛
缘”主题展将持续至明年 4 月份。

第六届世界佛教论坛文化展陈揭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