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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筹新闻

记者 沈莉萍

如果记忆有形状，那一定是
1980 年 6 月 1 日那天定格的笑容。

45 年前，《宁波报》（即现在
的 《宁波日报》） 复刊第一天，
就 把 最 显 眼 的 位 置 给 了 少 年 儿
童，头版头条记录了一场“四有
少年”的成长礼——少先队员们
立 志 做 有 理 想 、 有 道 德 、 有 知
识、有体力的孩子。

1980 年 5 月 30 日下午，来自
全市各中小学的 1000 多名辅导员
和少先队员，满怀期待地欢聚在
市人民大会堂，参加团市委召开
的 庆 祝 “ 六 一 ” 国 际 儿 童 节 大
会 。 这 是 一 场 属 于 孩 子 们 的 盛
会，也是这座城市对少年儿童的
美好祝愿。

配 文 照 片 记 录 下 珍 贵 瞬 间 ：
海曙区镇明中心小学的四个孩子
围绕在辅导员陈国彦身边，笑容
纯净明媚，映照着那个年代的简
单与美好。

彼时，他们并不知道，自己
会成为这座城市历史的一部分，
洋溢着童真的笑容，会为这座城
市的记忆画卷晕染出一抹明亮的
底色。

时 光 荏 苒 。 2025 年 6 月 1
日，《宁波日报》 将迎来复刊 45
周 年 纪 念 日 。 这 张 泛 黄 的 报
纸，被再次轻轻翻开。

我 们 满 心 欢 喜 又 略 带 遗 憾
地 发 现 ， 照 片 中 的 陈 国 彦 老 师
依 旧 精 神 矍 铄 ， 那 四 张 欢 笑 的
小 脸 蛋 ， 却 仿 佛 被 岁 月 悄 然 藏
起。

当年憧憬知识的男孩，或许
已经成为深耕行业的工程师？当
年眼神明亮的女孩，或许正在人
生舞台上发光发热？

1980 年 的 儿 童 节 ， 报 社 为
“四有少年”点赞，为孩子们的未
来加油鼓劲。

经过 45 载光阴，我们坚信，
理想、道德、知识、体力的“四
有”种子，早已在一代代宁波儿
童心田绽放成林。

照片中的四个孩子，不仅仅
是报社镜头下的主角，更是这座
城市精神面貌的生动缩影。

我们执着地寻找，诚邀他们
再 过 一 个 “ 六 一 ” 儿 童 节 ， 共
同 见 证 宁 波 日 报 与 城 市 同 频 共
振 的 奋 斗 足 迹 ， 见 证 这 座 港 城
在 岁 月 长 河 中 激 荡 奋 进 的 荣 耀
征程。

相 信 这 不 是 简 单 的 寻 人 活
动，而是跨越 45 年的时光之约。
1980 年至 2025 年，这场重逢，必
将美好如初！

如果您有线索或是照片中的

当事人，可以通过以下方式联系
记者。

电话：0574—81850000，0574-
87685125。

邮箱：12730793@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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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6月1日的《宁波报》头版。（宁波日报报业集团提供）

记者 方琴

一个简单的地名，你可能一
直都读错了。

近日，有网友通过宁波民生
e 点通群众留言板反映，在查询
标准地名时，意外发现汪弄社区
出 现 两 种 拼 音 标 注 ——

“nòng” 与 “lòng”， 这 让 他 感
到十分疑惑：“汪弄的‘弄’，正
确读音究竟是什么？”

据悉，汪弄社区是海曙区西
门 街 道 下 辖 的 综 合 性 开 放 型 社
区，位于海曙区后莫家巷。

记者随机询问了身边几名市
民 ， 发 现 大 部 分 人 都 读 作 汪 弄

（nòng）。也有人表示，只有在
用 拼 音 打 字 时 才 发 现 ， 这 个

“弄”字读错了。
该问题经民生 e 点通群众留

言板受理后，宁波市民政局作出
回 复 称 ， 汪 弄 ， 根 据 地 名 志 记
载 ， 弄 内 聚 居 汪 姓 ， 有 汪 家 墙
门，故名。因此，汪弄的“弄”
意为小巷，小胡同。这个“弄”字，
准确拼音为“lòng”。

记者查询相关资料发现，“弄”
在汉语中是典型的多音字，《新华
字典》和《现代汉语词典》中，“弄”
的读音均有两个：nòng，lòng。根

据《新华字典》中的解释，“弄”读作
“nòng”时，意为“拿着玩，戏耍”。
读作“lòng”时，意为“弄堂，小巷，
小胡同”。

随后，记者请教了宁波大学
中文系副教授谢明。谢明老师肯
定地说：“多音字可以通过其词意
和 词 性 进 行 区 分 ， 当 作 为 动 词
时，就读‘nòng’；如果作为地
名 是 汪 家 巷 子 或 汪 家 胡 同 的 意
思，那就读‘lòng’。”

其 实 ， 像 “ 弄 ” 字 应 念
“nòng”还是“lòng”这样的小
问题，平时并不少见，尤其在地
名和人名上。你碰到过这样经常
读错的字吗？可以通过以下方式
和我们一起分享。

众筹新闻，我们一起完成的
新闻！

请大家将身边的温暖、感动
或遭遇的困境，通过以下方式告
诉我们，线索一经录用还可获得
一定的报料费：

1.拨打热线81850000；
2. 打 开 甬 派 App， 在 下 方

“问政”板块留言；
3. 微信搜索“nb81850”，关

注后直接留言；
4. 打开中国宁波网，登录宁

波民生e点通群众留言板。

汪弄(nòng)还是汪弄(lòng)
很多人读错了

本报讯 （记者顾佳诚 通讯
员 刘凌霄 徐斌 李宇轩） 眼
下 ， 在 “ 中 国 杨 梅 之 乡 ” 余 姚
市，大棚杨梅迎来采收旺季。今
年，当地梅农首次尝试智慧无人
机运输，创新打造杨梅运输“空
中快道”，助山地水果“下山”。

在位于丈亭镇的余姚市梅溪
杨梅专业合作社杨梅种植基地，
记者看到，几个梅农在海拔 120 米
的山顶无人机装载点，将一筐 25
公斤左右的杨梅挂在无人机下的

绳索上。随着螺旋桨轰鸣，无人
机沿预定航线穿越山林，仅用约 3
分钟便将这框鲜果送达山下的冷
链包装中心。

这架无人机最大吊运重量 50
公斤，每公里运输需 5 分钟至 6 分
钟。无人机短时间的平稳飞行运
输，能有效减少杨梅因颠簸造成的
损耗，显著提升杨梅品质。合作社
负责人俞华标介绍：“以往运输靠
人力挑担，近一点的山路要走 1 公
里至2公里，远的要走近5公里，梅

雨季路滑还危险。现在无人机运输
既安全，效率也高。”

在余姚市农业农村局农业机
械化管理科科长孙权看来，无人
机运输充分展现了低空物流的独
特优势。“单台无人机可替代 6 名
至 7 名运输工，而且从现场运输效
果来看，无人机吊运下的杨梅，
基本没有受到损伤。”

余姚市现有杨梅种植面积约
10 万 亩 ， 其 中 50 亩 以 上 规 模 化
种 植 主 体 40 余 家 ， 形 成 了 以 姚

江流域两岸为走廊的杨梅生态区
域分布带。由于杨梅大多生长在
不同海拔的山地丘陵，拓展“低
空+农业”的应用场景，能有效
破解运输难题，帮助梅农降本增
效。

“未来我们打算在余姚其他种
有杨梅的乡镇 （街道） 布点，建
设示范区，组建服务队，把无人
机吊运推广开来，让传统产业在
科技加持下焕发新生机。”孙权
说。

无人机无人机 山地水果山地水果““下山下山””

本报讯 （记者黄银凤 实习
生陈星彤） 一段十余分钟的游戏
视频，让宁波千年水利工程它山
堰的治水智慧“活”了起来。近
日，山东枣庄小伙刘勇 （网名@
蚂蚁爱游戏） 打造的公益科普互
动项目 《游戏解码它山堰》 走红
网络，网友直呼：“老祖宗的智慧
终于看懂了！”

它山堰与都江堰、郑国渠、
灵 渠 并 称 中 国 古 代 四 大 水 利 工
程，2015 年入选世界灌溉工程遗
产 。 其 核 心 设 计 “5 度 倾 角 堰
体”通过增强水平抗滑稳定性抵
御潮汐冲击，“阻咸蓄淡系统”则
巧 妙 调 控 樟 溪 与 鄞 江 的 水 流 交
互。然而，这些精妙原理因专业
性强，常让公众难以理解。

刘 勇通过 3D 建模和互动游
戏，动态还原了它山堰“分洪减
灾、引水灌溉”的全过程。玩家可
直观感受“江水不倒灌”的科学原
理。这种“游戏+工程科普”的新
模式，将抽象知识转化为可视化的
沉浸体验，精准破解了传统水利科
普的难题。

此前，刘勇因 《游戏解码都
江堰》 系列视频爆火全网。他用
游 戏 还 原 都 江 堰 “ 四 六 分 水 ”

“二八排沙”原理，视频播放量
超 500 万 次 ， 被 《人 民 日 报》、
央视新闻等权威媒体报道，甚至
成 为 都 江 堰 景 区 的 官 方 科 普 素
材 。 网 友 评 价 ：“ 高 中 没 学 明
白，旅游没听明白，看视频三分
钟就懂了！”

此次解码它山堰，刘勇延续
了“硬核科普+年轻化表达”的
风格。视频中，堰体倾角设计、
潮汐抵御、三七分水机制等专业
内 容 通 过 游 戏 交 互 变 得 通 俗 易
懂。有网友感慨：“原来它山堰和
都江堰一样，藏着这么多‘黑科
技’！”

2025 年正值它山堰申遗成功
十周年，这一创新科普形式为文
化遗产的推广注入新活力。随着
宁 波 灌 溉 遗 产 博 物 馆 的 建 成 开
放，这一寓教于乐的科普方式将
为观众带来更加丰富多彩的文化
体验，让千年水利智慧以更生动
的方式传承下去。

它山堰治水“活”起来
游戏视频解码老祖宗的智慧

在余姚市马渚镇沿山村九里湾圣梅山
庄，“余姚杨梅国家地理标志农产品保护
工程示范基地”里 80 余亩的“夏至红”
西山白杨梅已挂满枝头，散发着诱人的果
香。近日，梅农正抓紧时间进行首次采
摘，准备供应旺季市场。

余姚市杨梅产业协会会长屠挺介绍，
目前，西山白杨梅市场价 100元每斤。今
年杨梅产量与品质均会好于去年，产量预
估比去年增长30%。

（吴大庆 陈结生 劳超杰 摄）

百元一斤

大棚西山白杨梅

它山堰剖面示意图。
（宁波灌溉遗产博物馆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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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龚旭琪 实习
生陈星彤） 日前，2025 中国体育
彩票·“一人一技”体育技能公益
培训展示大会——“技动全民”
主题活动在宁波天一广场举行。

活动当天，宁波市全民健身
指导中心联动各区 （县、市） 体
育部门，将“一人一技”体育技
能公益培训指导站的展示内容与
互动充分结合，降低运动门槛。

“一人一技”体育 技 能 公 益
培 训 是 宁 波 市 体 育 部 门 为 推 进

“健康中国”和“全民健身”国
家战略而创设的一个重要平台，
旨在让每一个人至少拥有一项体
育技能，以科学健身促进全民健
康 。 自 2018 年 实 施 以 来 ， 先 后
推出篮球、羽毛球、乒乓球、网
球 、 健 身 气 功 、 匹 克 球 等 40 余
个深受群众喜爱的运动项目，并
在 “ 浙 里 办 ” 建 立 了 “ 一 人 一

技”协同应用平台。注册用户均
可在平台上自助选课，参加线上
或线下的体育技能公益培训，还
可获取科学健身等方面的指导服
务，参与市民数量逐年增长，各
类体育项目公益培训已惠及约 30
万人，线上体育课程点击量约五
千万次。

本次展会，宁波市体育部门
推出了 5 月至 6 月“技动全民”课
程 表 ， 共 有 40 余 期 公 益 培 训 课
程，项目包括匹克球、击剑、羽
毛球、跆拳道等。

“希望通过一年一度的体育技
能展示大会，不断激发大家的运
动潜能，让越来越多的市民参与
到体育锻炼中来，爱上健身，享
受健康，共享我市群众体育活动
蓬勃发展成果，拥有健康阳光人
生。”宁波市全民健身指导中心相
关负责人表示。

“一人一技”促健康

“技动全民”课程表你了解吗？

扫码看它山堰
设计巧思

荸荠杨梅与荸荠杨梅与““夏至红夏至红””白杨梅白杨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