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何晴 通讯员俞
迪 张文杰）记者从渔业主管部门
获悉，5 月 1 日 12 时起，东海全面进
入伏季休渔期，宁波 3607 艘渔船将
返港休渔，其中象山、奉化、宁海三
地渔船 3392 艘，占比达 94%。

今年，宁波海洋伏季休渔管理
制度严格程度再加码。

一是专项特许捕捞更加严格。
今年对专项特许开捕的四类作业渔
船 （桁杆拖虾、笼壶类、刺网、灯

光围网），开捕时间统一延后 4 天
（至 8 月 5 日 12 时），涉及渔船 1774
艘。同时，在象山、奉化等 7 个区

（县、市） 设立 23 个定点渔获物上
岸点，强化渔获物溯源管理。

二是伏休监管更加规范。严格
执行船籍港休渔制度，落实“双地协
商”审批机制，对确需异地休渔的渔
船，实行船籍港和休渔地渔业部门
联合审批、省级备案制度，实现跨区
域协同监管。制定专项检查计划，同

步推进渔船隐患排查工作，确保每
艘渔船落实休渔要求。目前，我市渔
船隐患排查覆盖率达 100%。

三是执法力度全面升级。自前
天起，全市 6 艘 300 吨级以上渔政
执法船已全面开展海上巡航值守，
重点加强对商船主要航路及象山以
东等重点海域的监管，全程护送渔
船安全返港。同时，强化与海事部
门协同联动，积极做好航道清理、
航标保护和船只提醒干预，确保商

渔船畅行无碍。4 月以来，全市已
联合引导商船 1000 余艘次；开展
执法行动 445 次，检查船舶 310 艘
次，查处违法违规案件 40 起，责
令整改 89 艘次。

“伏休期间，我们将持续强化
执法巡查，严厉打击违规捕捞、非
法交易等行为，确保伏季休渔制度
有效落实，助力海洋渔业资源可持
续发展。”宁波市海洋与渔业执法
队相关负责人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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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天，我市部分渔船已陆续返港。休渔不休工，渔民忙着整理渔具、保养船只。在奉化区莼湖街道桐照码头旁的一处空地上，大伙儿正在修补
渔网。 （沈天舟 摄）

“捆立夏绳”“斗蛋”“称
人”……昨天，海曙区月湖
街道平桥社区志愿者走进
宁波市市级机关第一幼儿
园，为孩子们带来了一堂立
夏传统习俗体验课。

在“捆立夏绳”环节，孩
子们手持五彩丝线，在志愿
者和幼儿园老师的指导下
认真编织手链。一根根象征
健康平安的立夏绳，不仅让
孩子们体验到传统手工艺
的乐趣，更寄托了长辈对孩
童“消暑祛病、健康成长”的
美好祝愿。

在“斗蛋”游戏中，孩子
们带着自己心目中的“蛋
王”两两比拼，看谁的蛋壳
更坚硬，现场欢呼声此起彼
伏。平桥社区志愿者叶阿姨
介绍，斗蛋习俗源自古代农
耕文化，既寓意破壳迎新的
生命力，也蕴含“强健体魄”
的期许。

在传统“称人”体验
区 ， 孩 子 们 轮 流 坐 进 竹
筐，由三名志愿者用老式
杆秤为他们称体重，并念
出吉祥话，让孩子们在新
奇 体 验 中 理 解 “ 称 重 纳
福”的文化内涵。

“将民俗活动引入校
园，能让文化传承更鲜活。”
活动相关负责人说。
（徐能 张昊桦 文/摄）

立夏习俗

进校园

记者 吴向正

上周末，春日的阳光洒在草
坪上，柳云飞带着一群孩子，来
到双古渡公园开展义卖活动，帮
助江北区一家康复机构的孤独症
儿童销售手工艺品。

“叔叔阿姨，走过路过，不
要错过！”柳云飞带领孩子们大
声叫卖，那份忘我的投入，令人
瞩目、引人驻足。

“我们经常利用双休日，力
所能及地开展志愿活动。去年下
半年以来，我们开展了 12 场义
卖。”柳云飞说。

多年来，柳云飞积极帮助精
神残疾人家庭解决困难，呼吁社
会理解包容，共同奏响生命之
歌。不久前，柳云飞获评“宁波
好人”。

1985 年，柳云飞出生于江
北庄桥。从她记事起，母亲就已
经患上了精神疾病。父亲忙于生
计，经常不在家，她和妹妹承担
起了照顾母亲的重任。在艰难的
条件下，柳云飞和妹妹发愤图
强，刻苦读书，相继考上了大
学。在庄桥街道干部的牵线搭桥
下，爱心企业家陈国云资助姐妹
俩完成了大学学业。

社会各界的帮助和关怀，让
柳云飞在逆境中成长起来。工作
和生活稳定后，心怀感恩的她决
定延续这份爱，积极参与针对精

神残疾人的帮扶工作，2012 年当
选为江北区精神残疾人及亲友协会
主席，2023 年当选为宁波市精神
残疾人及亲友协会副主席。

业余时间，柳云飞经常入户探
访精神残疾人家庭，同时努力链接
各类资源，尽力为这些家庭提供帮
助。至今，她和伙伴们组织开展了
20 余场帮扶活动，走访了 20 多户
精神残疾人家庭，帮助他们重拾生
活信心。

在一次与医疗专家的交流中，
柳云飞了解到音乐的疗愈作用。经
过与区残联和相关医院的多方对
接，2024 年她组织成立了“精灵
鼓社”，以江北区“残疾人之家”
为阵地，邀请专业老师为精神残疾
人开展非洲鼓培训，目前已有 10
余名精神残疾人加入鼓社。柳云飞
和学员一起学习、排练，半年来已
成功组织 5 场公开演出。

为了让精神残疾人融入社会、
释放心情，柳云飞与协会成员一
起，组织精神残疾人及其亲友走出
家门，前往慈城古县城等地参观。

“生活是自己的，要多想想那些让
你感到快乐的，把不快乐的统统忘
掉！”柳云飞经常向精神残疾人及其
亲友分享自己调节心情的“秘诀”。

“曾经，许多爱心人士给予我
力量，帮我改变命运。如今，我有
能力了，也要成为他人的‘光’，
帮助他们一起走向更加美好的未
来。”柳云飞说。

“宁波好人”柳云飞：

帮助精神残疾人
奏响生命之歌

在宁波,看见文明中国

本报讯 （记者王博 通讯员
凌沪琼） 推 出 “ 三 化 六 务 十 场
景 ” 清 单 ， 把 服 务 送 至 商 户 身
边；业务窗口设常驻岗，营商、
市监、税务、律所、银行等轮流
值班⋯⋯前天，全市首个街道级商
业街区综合服务中心正式启用，

“林里共鄞”品牌同步发布。
该综合服务中心位于鄞州区

钟公庙街道，占地面积约 300 平
方米，功能定位包括为民服务、
城市口袋公园、宣传展示阵地、
生态科普窗口等。服务范围覆盖
周围 3 平方公里，可惠及个体工
商户千余家。

除了业务办理，这里还是资
源 枢 纽 中 心 ， 已 入 驻 “ 甬 爱 街
区”“鄞州人才会客厅”“警企服
务 站 ”“ 法 到 邻 家 ”“ 鄞 商 会 客

厅”“茶文化传播基地”“慈善驿
站”等。

截至目前，该综合服务中心
已引进区域总部 1 个、省市首店 3
家 ， 举 办 区 级 以 上 重 点 活 动 5
场，新增经营主体 132 家。

“作为基层营商环境的创新试
验，我们打造该中心的目的在于
真 心 实 意 帮 扶 商 户 ， 以 ‘ 小 切
口’推动城市商业生态的‘大变
革’。”钟公庙街道相关负责人说。

在接下去的一个月中，钟公
庙街道将集中推出“万达迎国际
茶日”“明州里美食节”“二十四
节 气 促 消 费 ” 等 活 动 ； 鄞 州 万
达、明州里、张府记、饱和度咖
啡、富安娜家纺、烟火四季生活
馆等 18 家优质商户，也将联手发
放千余份促消费优惠券。

全市首个街道级商业街区
综合服务中心启用

记者 张芯蕊

全天开放、精品展览、特色活
动⋯⋯“五一”假期临近，宁波多
家博物馆纷纷进入“待客”模式。

精彩展览不容错过

在宁波博物馆，近期上新的
“双展”正适合市民游客在节假日
参观。

“源同流异——清代外销艺术
品展”，聚焦 18 世纪至 19 世纪清代
海外贸易，展出瓷器、珐琅器、银
器、牙雕、漆器、通草画等外销艺
术品 172 套 300 余件。

位于一楼西特展馆的“神工
天巧——徽州古建筑文化展”，则
通过 72 件 （组） 相关文物及内容
翔实的图文展板，集中展示徽州古

建筑的历史、营建布局、艺术元素
和文房陈设特色。

此外，还有“百年薪火永相
传 —— 刘 鸿 生 与 民 族 火 柴 工 业 ”

“经世济民——上海大都市圈近代
爱国实业家展”两个临时展览可供
市民游客打卡、游览。

天一阁博物院的“致广大 极
精微——华人德、赵华新师徒治砚
作品展”正在云在楼展出，50余方
精美的砚台和相关书法作品，展现了
文人赏玩、收藏之韵。天一阁云在楼
位于状元厅内，观众无需购买门票，
从南大门进入参观即可。

此外，中国港口博物馆的“灵
光独耀——蓟州多宝佛塔文物展”，
宁波美术馆的“光影悦动——宁波
美术馆藏经典油画陈列”“江水沛
兮——武汉美术馆藏徐本一书法
作品展”等也值得一逛。

让传统文化“潮”起来

“五一”假期，天一阁博物院
推出“且上书楼——从典籍中走来
的他们”特别活动，开启一场颇具
传统意趣的雅集。

市民游客可在天一阁西大门领
取“典籍寻踪”游园地图，按图索
骥，体验雅集游园会。

春秋战国时期的晋国上大夫俞
伯牙、东晋书法家王羲之、宋代文学
家苏东坡⋯⋯在天一阁东园、南园
及秦氏支祠等处，市民游客只要以
古籍为引，都能在游园的过程中“偶
遇”这些历史名人，了解名人、名家
与天一阁典藏之间的深厚渊源。

“五一”假期，深度逛展加手
工体验，成为宁波各大博物馆的热
门活动。

宁波博物馆将举办多场青少年
探索体验活动，深度结合徽州古建
筑文化展和清代外销艺术品展，带
领小朋友了解中国不同时代的非遗
技艺和工艺品，洞悉古代社会审美
与人文思想。

此外，将在中国港口博物馆举
办的“童心探百工，巧手编花篮”
等活动，保国寺古建筑博物馆举办
的“春野趣寻·纸鸢挂件 DIY”等
活动，宁波弥勒博物馆举办的古法
手工制香、名香品鉴活动，宁波
美术馆举办的“蛋彩流光 漆映立
夏——非遗手作蛋壳漆画体验”等
活动，均能让市民游客在动手实践
中感受传统工艺的魅力，体验劳动
的乐趣。

以上部分活动需要提前预约，
请感兴趣的市民及时关注各大博物
馆官方公众号。

“五一”假期

这份畅游博物馆“攻略”请收好

记者 何晴 通讯员 陈颖俊

“乡村文旅项目不求速成，而
是让人才扎根乡土，与村庄共生
共融。”前天上 午 ，“ 春 天 野 来
匡 堰 ” 慈 溪 乡 村 旅 游 季 暨 同 心
乡 村 主 理 人 （合 伙 人） 培育计
划，在上林湖青瓷文化传承园启
动。

在乡村振兴的宏大叙事中，
人才是关键变量。以往，乡村常
面临人才“引不来、留不住”的
困境，项目难以持续深入推进。
慈溪通过乡村主理人培育计划精
准发力，寻求破局之道。

“我们通过成立强村公司，对
闲置农房进行深度盘活，一批怀
揣梦想与热情的乡村主理人如雨
后春笋般涌现。”匡堰镇副镇长邹
威涛说。

走进倡隆村，慈礼楝巢、弗
雷农场、出瑞山房花丝镶嵌艺术
馆、溪上茶肆、东岙窑展厅等特
色场所，如珍珠般点缀在古朴的
村居之间。

乡村主理人，如同种子般播
撒在乡村的土地上。他们不再是
以旁观者的姿态短暂停留，而是
以 主 人 的 身 份 深 度 参 与 乡 村 建
设。

“感觉自己已经完全融入这里
了 ， 现 在 我 早 就 是 ‘ 老 村 民 ’
咯！”越窑青瓷艺术工作者侯梦露
来自广东，是倡隆村众多乡村主
理人中的典型代表。

2021 年 ， 侯 梦 露 和 师 姐 鲍

祁 茗 依 托 免 租 金 政 策 ， 在 倡 隆
村 成 立 越 窑 青 瓷 工 作 室 。 在 这
里 ， 她 们 不 仅 找 到 了 施 展 才 华
的 舞 台 ， 更 肩 负 起 文 化 传 承 的
使 命 。 她 们 打 造 了 小 型 青 瓷 展
厅 ， 义 务 为 游 客 讲 解 ， 将 青 瓷
文 化 背 后 的 精 神 内 涵 传 递 给 每
一位来访者。

慈礼楝巢的黄央青则将“入
驻”视为“回家”。作为土生土长
的倡隆村人，这片土地承载着她
的童年记忆与深厚情感。她带着
想法和资源归来的同时，也肩负
着帮助家乡发展的使命感与责任
感。

慈礼楝巢开业首月，黄央青
就做了三件小事：她将匡堰的非
遗 皮 蛋 、 糖 水 杨 梅 装 进 助 农 礼
袋，助力农产品销售；在围炉边
举办“乡村音乐会”，为乡村注入
文化活力；与村民合作，将他们
的手艺转化为故事味十足的“方
言礼物”。

乡村主理人“回村”，光靠满
腔热血还不够，慈溪出台一系列
资金扶持、人才培养、土地使用
等方面的配套政策，为乡村主理
人提供坚实的保障。

“乡村主理人计划的魅力，在
于其包容性与多元性。”慈溪市农
业农村局副局长高雪皎说，无论
是民宿主理人、非遗代表性传承
人，还是文旅策划师、乡村改造
师，只要对乡村怀揣向往、热情
与冲动，都能在广阔乡野找到属
于自己的舞台。

乡村主理人
与村庄共生共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