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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廉宁波

记者 张芯蕊 通讯员 王伊婧

书香传承人
周秦，苏州大学文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文化和旅游部昆曲优
秀理论研究员，中国昆曲研究中心
首席专家，白先勇青春版 《牡丹
亭》首席唱念指导。

和周秦老师约见的那天，他带
了一本特别的“书”——

饱经沧桑的牛皮公文包是它的
封皮，用起来并不丝滑的拉链是
它 的 书 脊 ， 夹 层 里 拥 挤 着 的 300
多页手抄诗文稿是它层层堆叠的
内页⋯⋯

“ 这 个 公 文 包 我 保 管 了 20 多
年，是我的老师钱仲联先生托付给
我的。”周秦仔细翻读着钱老师一
字一句亲笔写下的诗文手稿，每一
页都已泛黄且略显脆弱，但它们代
表的意义却历久弥新。

托付与回应

与公文包里的手稿相对应的是
上下两册已经出版的 《梦苕庵诗文
集》。那厚厚一沓的手稿，正是这
本书的原稿。

每当有人问起这本书的来龙去
脉，周秦总会从一场开学典礼讲
起。

1978 年，苏州大学 （时称江
苏师范学院） 新一届学生入学，中
文系仅设两个师范班，共招收百余
名新生，周秦便是其中之一。

开学典礼上，钱仲联作为教师
代表发言，因为用家乡话江苏常熟
的方言致辞，很多学生听不懂，但
周秦却可以听懂七八分。

“尤其是老师最后念的那四首

七言绝句。”周秦回忆，钱仲联先
生致辞最后，吟诵自己创作的四首
七言绝句，言辞恳切，饱含对新生
的期望与勉励。

端坐在台下的周秦，把这四首
诗的韵脚全部记了下来，对照着先
生的韵脚，即兴创作了四首诗词作
为唱和之作。

“典礼结束后，我冒昧地将写
得工工整整的诗稿呈予钱老师。”
周秦说，当看到一名新生竟能和韵
作诗，钱老师惊喜异常，“他引用

《庄子》‘空谷足音’的典故，形容
这种知音相遇的感动”。

师生的缘分自此开始，并延续
了 26 年。作为钱仲联先生最信任的
学生之一，周秦承担起诸多事务。

2003 年暑假，周秦从外地出
差回来，带着特产到苏州看望钱老
师。言语间，钱老师递过来一个旧
公文包，把它当作宝贝一样托付给
周秦。

“老师说，他的作品大部分都
已经出版了，只有抒情言志、写给
自己的诗文还没有出版，这是他生
命中最重要的一部分。”接过公文
包的周秦觉得沉甸甸的，“里面全
是老师的手写文稿，包括给其他人
作序的手稿，积累了有几十年之
久”。

让人意想不到的是，不到一百
天后，钱仲联先生病重离世，更让
周秦深感这份责任重大。

在接下来的 5 年时间里，周秦
将公文包里的 300 多页手稿考订、
誊抄，还增补了很多钱仲联先生未
曾整理、刊发过的诗文，一字一句
地校对，终于使先生的毕生心血得
以出版。

“钱老师生前为饶宗颐先生写
过三篇序，而这本书的序，也是饶

宗颐先生写的最后一篇序。”周秦
介绍，《梦苕庵诗文集》 分上下两
册，一册是诗集，一册是文集，由
冯其庸先生题签，于 2008 年 9 月钱
先生百年诞辰前夕出版。

周秦说，这是老师的托付，书
籍的出版，是对这份托付的回应。

坚守与传承

2021 年，由天一阁博物院举
办 的 “ 天 一 夜 读 ”《寻 梦 · 牡 丹
亭》 活动拉开序幕，周秦担任主讲
人，为天一阁馆藏古籍 《牡丹亭》
揭开神秘面纱，将其中的故事、渊
源娓娓道来。

去年 10 月，“天一阁·开卷”
第一次活动“秘谱·回响”揭开序
幕，周秦作为活动的主讲人，将天
一阁馆藏海内孤本 《浙音释字》 琴
谱的故事详细道来，让现场听众沉
浸在悠扬的琴音与深邃的历史之
中。

“我的老师钱仲联先生是国务

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的成员，
在古籍整理工作上倾注了大量心
血 。” 在 周 秦 看 来 ， 除 了 授 业 解
惑，从老师身上继承的，还有对传
统文化的深厚情感与责任。

1981 年，周秦考入当时的江
苏师范学院中文系明清诗文研究
室，师从钱仲联先生，与老师共同
开展 《清诗纪事》 编纂工作。

8 年里，周秦跑遍了南北各大
城市和主要高校的图书馆，研读了
上千种明清文献。奔波在外，每每
读到一本罕见古籍，他便做好记
录，带回学校与老师分享，这成了
师生间最特别的交流方式。

即便后来周秦将研究重点放在
了戏剧戏曲学上，但正因深谙诗词
韵律与文学肌理，才能在昆曲研究
中得以贯通文辞与乐理。

如今，周秦将很大一部分时间
和精力放在传统文化保护与传承
上。在他看来，这不仅是对钱仲联
先生的精神继承，更是对学问的坚
守与执着。

周秦：纸稿里的师徒“对话”
文润四明·晒晒书香味

周秦讲述《浙音释字》琴谱的前世今生。 （张芯蕊 王伊婧 摄）

本报讯（记者王博 通讯员
任泽峰） 在鄞州区五乡镇，一群
身穿红马甲的村民志愿者成为清
明时节公墓区“暖心风景”。

前 日 早 上 5 点 ， 天 刚 蒙 蒙
亮 ， 66 岁 的 陆 岳 明 就 起 床 了 。
半小时后，他准时出现在 329 国
道明伦村入口，与其他 10 名村
民志愿者集合。“清明期间人流
量大，我们必须赶在第一批扫墓
客到来前做好准备。”陆岳明边
说边整理执勤点位上的物资。

陆岳明是明伦村村民。他
已 连 续 15 年 在 清 明 期 间 执 勤 ，
给 扫 墓 客 指 路 ， 发 放 宣 传 资
料，并为有需要的扫墓客提供
矿泉水。

清明期间，祭扫、踏青活动
增多。五乡镇已建立 23 支文明
乡风劝导队，通过开展防火执
勤、清理易燃灌木、墓区巡逻、
交通要道执勤等方式，倡导文明
祭扫，引导大家以敬献鲜花、植
树绿化、踏青遥祭等方式缅怀故
人。

“阿姐，祭扫时请注意用火
安全。”在育王公墓入口处，村
民志愿者张惠忠向每一名前来祭
扫的市民发放平安宣传手册。手
册上印有文明祭扫倡议、消防安
全提示等内容。

服务中，张惠忠特别关注老年
群体。当天，年近八旬的郭爷爷在
家人的搀扶下从上海赶来扫墓。看
到老人上台阶困难，张惠忠等人立
即上前搀扶，一路护送老人到亲人
墓前。“五乡是我的出生地，看到
这些村民就好像见到了家人。”郭
爷爷说。

在 329 国道宝幢入口，沙堰村
村 民 志 愿 者 梁 海 等 12 人 忙 前 忙
后。他们引导车辆有序停放，为
携带重物的市民搭把手，甚至准
备了应急药箱。“清明期间，早晚
温差大。考虑到有不少扫墓客年纪
大了，且舟车劳顿，我们这也是以
备不时之需。”梁海说。

据介绍，3 月 26 日以来，每天
6 点至下午 2 点，23 支文明乡风劝
导队的村民志愿者都会在执勤岗位
上坚守。

如今，漫步五乡的田间巷陌，
文明乡风处处可见。植树献花的多
了，“厚养薄葬”的多了，“白事大
办”的少了。“多年来，我们通过
举办‘清明文化季’‘生命课堂’
等特色活动，发掘和表彰‘绿色殡
葬示范家庭’‘身边好人’等一系
列文明乡风建设贡献者，以榜样力
量引领村民参与殡葬改革和移风易
俗，形成文明、环保、绿色的乡村
新风尚。”五乡镇党委委员钱唯说。

23支文明乡风劝导队
成“暖心风景”

本报讯（记者吴向正 通讯员
王敏）“以前一到下雨天，沿这堵
墙走，我就提心吊胆，生怕围墙会
倒。现在修好了，孩子们上下学安
全了，我们心里也踏实了。”江北区
孔浦街道红梅社区居民刘师傅指着
焕然一新的围墙说。

消除这堵墙的安全隐患，让它
从危险的“堵心墙”变为干群间的

“连心墙”，这是孔浦街道纪工委与
社区监察工作联络站协同发力、精
准监督的成果。

今年初，孔浦街道纪工委在常

态化走访中发现，红梅小学后门沿
路围墙存在严重安全隐患——墙体
倾斜近 20 度，裂缝最宽处达 3 厘
米，裸露的红砖经雨水冲刷已松动
剥落。该路段不仅是 470 余名学生
每日必经之路，还紧邻家长接送
区，安全风险尤其突出。

群众安全无小事。该街道纪工
委立即将此问题纳入民生监督重点
清 单 ， 启 动 “ 纪 工 委 牵 头 — 室

（所） 社区联动—群众参与”的监
督模式，推动消除隐患，解决群众
急难愁盼问题。

红梅社区监察工作联络站构建
共治平台，召开“树下议事会”，
汇聚多方智慧。议事会上，15 名
居民代表、校方负责人与施工方围
坐恳谈，联络站站长逐条记录群众
建议和诉求，并建立“每日进度播
报”机制，推动完善施工方案。街
道纪工委专门成立专项督查组，实
施“双线监督”，线上通过微信工
作群实时跟踪，线下每周 2 次现场
巡查，同时邀请党员代表和家长代
表组成“质量观察团”进行现场监
督，促使工程队保质保量施工。

以危墙修缮为起点，监督效能
持续延伸。孔浦街道纪工委联合住

建、安监等部门开展校域安全拉网
式排查，累计消除安全隐患 3 处，
改造老旧围墙 50 米。社区监察工
作联络站同步组建由热心居民、商
户代表等组成的“民情观察员”队
伍，第一时间发现问题、报送问
题，及时跟踪反馈。

“监督既要‘挑刺’更要‘栽
花’，把‘问题清单’变为‘幸福
清单’。”孔浦街道纪工委负责人表
示，下一步，将继续用脚步丈量民
情，发挥社区监察工作联络站的桥
梁作用，通过常态化监督与群众参
与相结合，让居民切实感受到“监
督在身边，安全有保障”。

从“堵心墙”到“连心墙”
江北基层监督筑牢安全屏障

孙吉晶

从今年 4 月 1 日起，宁海县
域内河流域实施为期三个月的禁
渔制度。白溪、大溪、汶溪等
18 条主要内河开放性水域禁止
任何形式的渔业捕捞行为。违反
禁渔期规定的，将受到法律制裁

（4 月 2 日 《宁波日报》 2 版）。
春夏时节是鱼虾生息繁衍的

关键期，由于过度捕捞、不合理
垂钓等原因，我市内河水系中的
部分渔业资源呈急剧下降态势。

设立禁渔期，是为了给“鱼子
鱼孙”留出更多的生存空间，内河
短暂的“休养生息”是为了渔业资
源的生生不息。这已成为共识。

早在 2022 年，甬江流域禁
渔四个月的政策正式落地，涉及
海曙、江北、鄞州、奉化等地的
河道和一批内河作业渔船。今年
是甬江流域实施内河禁渔的第 4

年。令人欣喜的是，随着禁渔制度
的实施，甬江的鱼类种类和数量在
逐步恢复。

恢复渔业资源不是一朝一夕的
事，需要各级政府久久为功。执法
部门要强化执法，聚焦共管区域、
重点渔船，严打“三无”渔船和

“电、毒、炸”等行为，严格落实
内河禁渔制度。同时，要借助现代
科技手段提升监管效能，可以通过
在重点水域布设 AI 识别系统，自
动区分休闲垂钓和非法捕捞行为，
形成信息化防控的全时、全域体
系，严厉打击禁渔期各类非法捕
捞、非法销售行为。

禁渔还需要得到广大市民的支
持和配合。执法人员要加强禁渔政
策宣传引导，通过温馨提示、现场
监督等多种形式，提升市民的知晓
率和参与度，共同守护宁波内河的
渔业资源，为构建美丽和谐的生态
环境贡献力量。

从共识到合力

让鱼类生生不息

本报讯（记者吴向正 通讯
员陈超琼） 日前，海曙区文化
遗产保护传承基金成立签约仪
式 举 行 。 据 悉 ， 该 基 金 的 成
立，将有效增强文化遗产保护
的投入保障，进一步吸引民营
资 本 参 与 文 化 遗 产 保 护 事 业 ，
推 动文化遗产在新时代实现传
承与应用。

据悉，该基金在海曙区委宣
传部牵头下由宁波市升阳泰商贸
有限公司设立，系海曙区首个千
万级文化发展基金，将以留本捐
息的方式捐款。

“此次设立的专项基金将重

点支持不可移动文物修缮、非遗传
承、文化记忆数字化三大领域。我
们承诺以专业精神协同区慈善总会
做好资金管理，并呼吁更多社会力
量 加 入 ， 让 文 化 遗 产 焕 发 新 生
机。”宁波市升阳泰商贸有限公司
董事长林鲁铮说。

海曙区慈善总会会长王黎明
说：“海曙作为宁波历史文化名城
核心区，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其
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工作尤其重
要。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基金的设
立，将为加快推进千年罗城保护焕
新工作、提升城市的文化内涵发挥
积极作用。”

海曙成立首个千万级
文化发展基金

在茶山的老梨树下一边采茶品茶，一边欣赏碧蓝湖光；沿着樱花路追寻古迹、探访红色历史；漫
步百亩油菜花田间，品味乡村咖啡，领略陶艺技艺……近日，镇海区九龙湖镇多处花景开放，吸引游
人踏青观赏，带动了当地景区和乡村的旅游消费。

近年来，九龙湖镇充分发挥当地资源优势，不断探索“赏花+”农旅融合新模式，通过“一花一
韵一主题”特色节点，并拓展骑行、爬山等绿色运动方式，将赏花点位串联成线，带动周边农家乐、
村咖、文创店等发展，让村庄绽放乡村振兴的绚丽春色。图为九龙湖镇孟家花海。

（徐诚 岑思懿 摄）

这个季节这个季节，，美不胜收美不胜收

本报讯（通讯员梅灵 记者
王佳） 清明时节，宁波各烈士纪
念地、公墓迎来祭扫高峰，一抹
抹“志愿红”迅速为清明祭扫增
添温暖力量。

前日清晨，镇海区澥浦镇息
云寺山墓区入口，一处“公益花
台”格外醒目。这是“澥小美”
志愿者连续第 7 年开展鲜花免费
发 放 服 务 ， 今 年 他 们 准 备 了
1000 余朵鲜花。与此同时，在
大同公墓，澥浦镇沿山村村民组
成的防火志愿队不间断巡逻，排
查隐患，确保祭扫安全。

当天，在海曙区集士港镇山
下庄村公墓，市民赵女士用一串
鞭炮从志愿者手中兑换了一束菊
花。这已是该村连续第 10 年开展
鲜花置换服务。村里每年清明都
会采购 300 束菊花，在公墓及主
要路口设置兑换点，置换市民携
带的鞭炮等祭扫用品。今年还新
增了祈福丝带和文明祭扫倡议卡

片，进一步倡导绿色祭扫新风尚。
在烈士纪念地，志愿者的服务

同样温暖。江北区革命烈士纪念馆
内，慈城句章老兵志愿服务队的队
员身着整齐服装，仔细清扫广场落
叶，认真擦拭纪念碑，每一个动作
都饱含对英烈的敬意。

志愿者还深入村社，宣传文明
祭扫理念。北仑区新碶街道的“蓝播
客宣讲团”手持《清明安全文明祭祀
倡议书》，走进居民楼、商铺街巷，用

“唠家常”的方式讲解文明祭扫要
点，让居民意识到鲜花祭扫同样能
表达心意。在宁海县长街镇青珠村，
一场“手作青团忆清明 传承文化寄
相思”活动举行，志愿者与村民一起
制作青团、书写寄语，共同感受传统
节日的文化温度，并将蒸好的青团
送往村里孤寡老人家中。

清明期间，宁波志愿者围绕文明
祭扫、交通疏导、生态环保、缅怀英烈
等方面开展全方位志愿服务，用暖心
行动让甬城处处洋溢着温暖。

“志愿红”服务清明祭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