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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葆平

今 年 的 新 春 佳 节 ， 是 第 一 个
“非遗版”春节。宁波日报报网端推
出的“新春走基层”系列报道，通
过多角度、多层次的深入探访，生
动记录了宁波的春节故事。上百篇
报道的强大阵势，数千万次的阅读
量，以及大量点赞和互动评论，充分
彰显了该系列报道的受欢迎程度和影
响力。

记者将镜头对准了那些在城市脉
动中逆行的身影——工程建设者、环
卫工人、快递小哥等普通人。一篇篇
报道以细腻的笔触和生动的画面，展

现了这些“缺席团圆”的坚守者的无
私奉献和责任担当，让社会公众对他
们充满了敬意和感激。

记者带领大家走进宁波乡村，以
返乡村民的视角，展现了村庄的新气
象和乡村振兴的蓬勃生机，记录了未
来乡村建设的火热实践。这些报道如
同一个个生动的注脚，显示宁波在城
乡一体化发展道路上步伐坚实、成效
卓著。

记者敲开一户户人家的大门，见
证普通市民生活的变化和心中的喜
悦，感受时代的脉搏和奋进的力量。
这些报道以家为切入点，展现了宁波
人民的幸福生活和精神风貌，让人感

受到了家的温暖和时代的进步。
通过“新春走基层”系列报道，

我们看到了宁波城乡发展的喜人面
貌：经济活力持续增强，城市基础设
施不断完善，未来乡村建设如火如
荼；我们看到了春节在岗者的奉献精
神：众多普通劳动者在节日期间默默
坚守，守护着城市的运转和人民的安
宁；我们看到了春节文化习俗的传
承：“我们的村晚”场景热闹，非遗
技艺焕发新生等，无不展现了宁波深
厚的文化底蕴和独特的民俗风情；我
们看到了市民对未来的向往：无论是
返乡村民的创业梦想还是普通家庭的
幸福期待，都彰显了宁波人民对美好

生活的坚定信念和不懈追求。
“新春走基层”系列报道，不仅

是一次新闻采访活动，更是一次深入
基层、贴近群众、反映民生的新闻实
践，是践行“四力”的生动体现，展
现了新闻工作者的责任与担当。记
者 深 入 基 层 一 线 ， 用 脚 力 丈 量 大
地，用眼力观察现实，用脑力思考
问题，用笔力书写故事，为我们带
来一篇篇生动鲜活、感人至深的报
道。这些报道生动描绘宁波城乡发
展的新貌，传递时代奋进的强音，让
我们相信，在未来的日子里，宁波必
将继续以奋进之姿，书写更加辉煌的
篇章。

在讲述春节故事中传递奋进力量

宁波日报报网端“新春走基层”系列报道圆满收官，累计刊
发报道上百篇，仅在甬派客户端的总阅读量便超过2300万次，
并收获21万余次点赞与3100余条互动评论——

洞见
不一样的新春
本版统筹 王佳辉

当三江口的波涛载着新春的晨
光奔涌向海，当鼓楼飞檐下的红灯
笼在风中轻舞，当宁波舟山港的汽
笛 声 与 慈 城 古 县 城 戏 台 上 的 “ 吹
拉弹唱”交织成曲，四明大地处处
洋溢着喜庆祥和的气氛，更蕴含着
无尽的力量与奋进的决心。

春节前后，宁波日报报网记者
深入宁波的各个角落，走进机器轰
鸣的车间、古朴静谧的乡村、充满
温情的街巷，以笔墨为舟、镜头为
帆，围绕“春节我在岗”“了不起的
小村庄”“幸福来敲门”等主题，累
计刊发了上百篇报道。

据不完全统计，仅在甬派客户
端 ， 这 些 报 道 的 总 阅 读 量 便 超 过
2300 万次，并收获 21 万余次点赞与
3100余条互动评论。

我们在烟火升腾处触摸城市的温
度，于潮声激荡间聆听发展的强音。

这是一个个洋溢着欢乐的故事——
我们聚焦“我们的村晚”，看村

民用自编歌舞演绎乡村振兴的蓬勃
气象；我们跟随民俗巡游队伍走进
象山石浦，见证这座渔港小镇“十
四夜”千灯映海的元宵盛况；我们
与木杆秤制作、草木扎染等技艺的
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对话，看他们为
蛇年融入传统的文化元素，让古老
技艺焕发新生。

这是一个个流淌着温暖的故事——
我们跟随乡村医生走进地处深

山 的 偏 远 村 庄 ， 为 村 民 体 检 、 义
诊，传递出“一天都不会落下”的
承诺与温馨；我们前往江北区的孙
家菜场，看社区居委会、菜场管理
方和经营户就地取材，共同张罗出
一顿宁波“最新鲜”的年夜饭。

这是一个个满载着希望的故事——
我们见证百年老渡口穿鼻渡在

新 年 迎 新 船 ， 满 载 物 资 和 施 工 人
员，往返于大榭岛和穿鼻岛间；我
们探访邵家渡大桥、杭甬高速复线
宁波段三期甬江特大桥等重大工程
项目建设现场，听春节坚守在岗的
建筑工人诉说新年愿景；我们走进
凌晨 4 时的宁波轨道交通 5 号线经
堂庵跟车辆段，紧随列管员登上每
天的“第 0 班列车”，目睹他们为春
节期间安全运输保驾护航的身影。

这些故事串珠成链，共同构筑
起四明大地的血肉和灵魂，承载着
这片土地的生理机能，推动宁波不
断取得辉煌成就：去年，宁波地区
生产总值全国排名提升至第 11 位，
民营企业进出口总值 1.09 万亿元，
宁波舟山港货物吞吐量连续 16 年稳
居全球第一……

新春的烟火渐散，而四明大地
的 脉 动 愈 发 清 晰 。 在 涌 动 的 春 潮
里，记者探寻宁波故事的旅程还在
继续……

评
说

为高山村老人带去健康关怀
记者 陈敏

A

有医生连续工作十几个小时，累
倒在手术台边；有护士为照顾危重病
人，顾不上吃一口热饭；还有医护人
员自发组织起来，为住院患者送去新
春祝福⋯⋯除了医院里的一幕幕感人
画面，在远离城市的高山村，为守护
村民的幸福安康，许多乡村医生也度
过了一个不“打烊”的春节。

1 月 20 日早上，记者跟随海曙区
横街镇卫生院“恒医心”家庭医生团
队，踏上了前往高山村的巡诊之路。

山路蜿蜒，竹林掩映，冬日的阳光洒
在车窗上，暖意融融。比阳光更暖
的，是这群“白大褂”为高山村老人
带去的健康关怀。

竹丝岚村是横街镇最偏远的村落
之一，村里老人大多年过六旬，腿脚
不便，平日里就医成了一大难题。春
节临近，为让老人过个安心年，“恒
医心”团队主动上门送体检、送药。
在西岚阁颐养院，医生一进门就被老
人团团围住。量血压、测血糖、配

药、提供春节健康指导⋯⋯一个笑
容，几句贴心话，让在场的老人倍感
安心。

西岚阁颐养院的老人安心了，大
雷村的翁阿姨心里却惴惴不安。

30 年前，一场车祸彻底改写了
翁阿姨的人生——她的双腿再也无法
行走，只能靠臀部的力量移动身体，
一天又一天，臀部磨出了碗口大的创
口。两年前，翁阿姨被送到医院接受
手术治疗。出院后，大雷村村医汪爱

妃一天两次上门为翁阿姨治疗、护理
创口。

“放心！春节期间我还会上门为你
治疗，一天都不会落下。”除夕前一天，
汪医生给翁阿姨送来一颗“定心丸”。

在偏远的山村，像汪爱妃这样的
乡村医生还有很多。他们扎根基层，
默默奉献，用行动诠释着“医者仁
心”的真谛。他们是乡村医疗的“最
后一公里”，也是村民心中最温暖的

“健康守护者”。

感受乡村由内而外的蜕变
记者 王佳辉

B

除夕的脚步渐近，我随同市级文
化特派员陈晟前往江北区洪塘街道鞍
山村。映入眼帘的是家家户户门前
高挂的红灯笼与门上贴着的喜庆对
联，浓浓的年味扑面而来。进村之
前 ， 陈 晟 结 合 鞍 山 村 的 地 域 特色，
精心创作了 40 余幅新春年画，并亲
自送至村民手中，“这幅画以柿子树
为元素，寓意为大家新的一年事事如
意”。

相较于城市，农村的年味似乎更
加醇厚，更加触动人心。春节前后，
我 们 深 入 基 层 ， 将 目 光 聚 焦 “ 三
农 ”， 聚 焦 宁 波 乡 村 振 兴 的 生 动 实
践，然后用镜头和笔触记录下这片土
地上的每一个温暖瞬间、每一份辛勤
耕耘。

甬江街道外漕村，从人口和面积

来说是个小村，通过土地出租、产业
招引等方式，去年村集体经营性收入
比上年增加 110 多万元；素有“中国
进士第一村”美誉的姜山镇走马塘
村，新业态层出不穷，文旅发展步入

“ 快 车 道 ” ⋯⋯ 在 脚 踩 泥 土 的 过 程
里，我们不断见证这些乡村的“奇
迹”，感受它们由内而外的蜕变。

在城市里长大的我，真正走进乡
村才发现：这片土地正在经历着前所
未有的变革和发展。农业强、农村
美、农民富——这些曾经的美好愿
景，正在这片充满希望的土地上一步
步变为现实。

我们行经的每一寸土地，都散发
着勃勃生机；我们听到的每一个故
事，都充满感动与力量。

宁波的乡村，真是了不起！

去重大工程建设现场感受“加速度”
记者 沈莉

C

地下 60 米，在目前世界最长海
底高铁隧道——甬舟铁路金塘海底隧
道宁波侧，“甬舟号”盾构机正全力
推进。春节假期里，百余名工人原地
过年，坚守岗位。

“今年是‘甬舟号’全速掘进的
一年，我要留下，为‘甬舟号’掘进
之路保驾护航。”盾构机电领班张迪
说。

“舍小家，为大家。看到工程一
天天‘长大’，心里非常自豪。”宁波

轨道交通 6 号线一期高桥南车辆段施
工现场，来自广西的挖掘机司机黄仁
达争分夺秒，熟练操作挖掘机安装小
立柱。虽然是第一次在工地过年，但
和工友一起包饺子、挂春联，也让他
感受到了浓浓年味。

杭甬高速复线宁波段三期甬江特
大桥施工现场，机器轰鸣声与工程车
辆的穿梭声相互交织。这条高速公路
建成后，六横公路大桥与杭甬高速复
线将实现“直连”，梅山、六横方向

的车辆不必绕行宁波市区，便可直达
舟山、绍兴滨海及杭州。

从 甬 舟 铁 路 到 通 苏 嘉 甬 铁 路 ，
从宁波轨道交通 6 号线到宁波轨道
交通第三期建设项目及市域铁路慈
溪线、象山线 107 个在建标段，从杭
甬高速复线宁波段三期到六横公路大
桥一期⋯⋯我们深入一线，用生动案
例、翔实数据，全方位、多角度呈现
了春节期间重大工程施工现场的火热
场景。

采访中，我们将镜头对准了在一
线奋斗的劳动者。他们的岗位虽平
凡，职责却不平凡。这些奋斗者质朴
的话语、真实的故事，为我们“新春
走基层”系列报道增添了一分直抵人
心的温情。

重大工程建设是经济稳定运行的
“压舱石”，也是高质量发展的“加速
器”。

新春里的宁波，活力迸发、葳蕤
蓬勃。

非遗为城市文旅发展带来新机遇
记者 廖惠兰

D

热闹非凡的年俗互动集市、技艺
高超的匠人工坊、Z 世代的短视频花
式传播⋯⋯在“新春走基层”相关采
访中，我真切感受到浓浓年味里传统
与现代的交织、文化和经济的共荣。

2025 年 春 节 是 首 个 “ 非 遗 版 ”
春节。宁波不仅延续了千年古城的年
俗传统，更以开放的姿态，将来自全
国各地的热门非遗项目汇聚一堂，为
市民和游客呈现了一场文化盛宴。

在宁波开明坊，来自全国各地的
非遗节目和宁波本土的非遗项目竞相
绽放，以独特的方式传递着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的魅力；在宁波年俗互动集
市上，打年糕的咚咚声、剪窗花的沙
沙声、舞龙舞狮的锣鼓声，交织成一
曲欢快的新春交响乐⋯⋯

金银彩绣代表性传承人沙金珠耐
心教导来自越南的游客阮芳翠，如何
绣一幅简易的金银彩绣荷花图。阮芳

翠兴奋地说：“宁波金银彩绣非常漂
亮！我想买两件半成品带回家。”这
何尝不是非遗的国际传播？

当“00 后”“10 后”围着宁波市
非遗面塑代表性传承人曲桂华工作室
里各式各样的“面塑蛇”录短视频或
自拍时，千年技艺通过新平台的传播
迅速“破圈”。

非遗传承不是静态展示，而是活
在城市的烟火气中。

宁波非遗在春节期间的各种“出
圈”，让人看到了非遗传承新的“解
题思路”——传统非遗需要与当代审
美“志趣相投”，传承与传播方式更
需要当代表达。

非遗不只是展示的标本，更要成
为可以触摸、可以互动、可以二次创作
的文化源代码。非遗更生活化、更潮，为
城市的文旅发展带来新机遇，并吸引
更多游客前来探寻非遗背后的故事。

新春佳节在邵家渡大桥建设工地坚守岗位的工人。（尹幸芷 摄）

宁波日报报网地方部记者沈孙晖 （左一） 在镇海拍摄“村里的团圆饭”。
（虞笑梅 摄）

慈溪市周巷镇万安庄村村民张培基向
宁波日报报网地方部记者水蓝薇 （左一）
赠送书法作品。

（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