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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进一步做好交通事故预防“减量控大”工作，

强化重点车辆驾驶人交通安全源头管理，根据 《浙江

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办法》第二

十九条规定，决定自 2025 年 7 月 20 日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对公路营运载客汽车、危险化学品运输车、校车

等驾驶人组织开展 2 天的交通安全教育学习工作。

驾驶人的报名、学习相关事宜详情可咨询宁波市

交通安全教育学校。咨询电话：81983813，81983811。

宁波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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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开展2025年度重点车辆驾驶人交通安全教育工作的通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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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黄银凤 通讯
员项聪颖 实 习 生应宁怡） 昨
日，走进宁波博物馆一楼展厅，
记者看到温润的玉器在柔光下泛
着神秘光泽。7 月 12 日，“玉见五
千年——良渚文化特展”将在这
里揭开神秘面纱。博物馆现已布
展 完 毕 ， 127 组 良 渚 文 化 玉 器 、
石器、陶器精品静候观众。

本 次 展 览 由 宁 波 博 物 院 联
合 杭 州 市 临 平 博 物 馆 、 浙 江 省
博物馆、良渚博物院共同推出。

“展览通过珍贵文物展示良渚文
化在礼制、信仰、农业、手工业
等 方 面 的 辉 煌 成 就 ， 生 动 再 现
良 渚 古 城 这 一 史 前 区 域 性 国 家
的 风 貌 ， 实 证 中 华 文 明 五 千 年
多元一体的发展历程。”临平博
物 馆 典 藏 研 究 部 工 作 人 员 赵 子
晗说。

作为中国目前唯一申遗成功
的新石器时代文化，良渚文化堪
称中华文明起源阶段最璀璨的明
珠。展览的核心亮点当数琳琅满
目的玉器展品。本次展览系统展
示了功能各异的玉器，既呈现了
玉器作为礼器在良渚社会礼制、
信仰与权力体系中的重要地位，
也展现了其作为实用器如何维系
社会等级制度、塑造审美风尚与
影响日常生活的作用。

展览将展出 10 件形制各异、

色泽温润的素面玉璧，以及唯一
一件钺——良渚文化穿孔石钺。
观众可将其与宁波博物馆馆藏的
羽人竞渡纹铜钺对比观赏。从史
前到战国乃至秦汉，钺始终作为
军权象征的礼器，生动体现了中
国古代“器以藏礼”礼制思想的
源远流长。

展览还精选了 72 件 （组） 生
活用玉，包括玉梳背、玉璜、玉
项饰、玉管、玉珠、玉珏、玉镯
等丰富品类。展览中数量可观的
装饰玉器，让今人得以领略史前
先民的审美趣味，遥想当年贵族
女子环佩叮当的绰约风姿。

为 全 面 展 现 良 渚 文 化 的 社
会图景，展览特别设置“巧夺天
工——玉器加工工艺”和“田稻
行舟——良渚人的生活”两大专
题展区，通过骨器、石制工具、
黑陶器等生活用品，从社会分工
与农业生产等维度，生动勾勒良
渚先民的日常生活画卷，真实反
映良渚先民的卓越创造力和当时
社会的先进水平。

据悉，展览将持续至 10 月 12
日 ， 观 众 可 免 费 参 观 。 特 别 提
醒 ， 即 日 起 至 8 月 31 日 ， 宁 波
博 物院实行暑期延长开放规定：
周 二 至 周 四 及 周 六 、 周 日 开 放
时 间 为 9:00—21:00 （20:00 停 止
入 馆），周五开放时间为 9:00—
17:00 （16:00 停止入馆），每周一
例行闭馆。

暑期文博大展来了

良渚文化特展将于周六开幕

记 者 王晓峰
通讯员 徐 超 郑蒙永

随着暑假开启，亲子游又添一
把火，让出入境办证高峰态势更加
明显。记者昨日从宁波公安处获
悉，自 7 月 1 日以来，全市受理出
国 （境） 业务超 1.7 万人次。与去
年同期相比，这一数量上升一成
多；与上月同期相比，暴增近五
成。所幸宁波公安“加速服务”给
力，总体办证情况是忙中有序。

昨日上午，记者来到鄞州区政
务服务中心公安事务服务区。记者
在现场看到，前来办证的市民络绎
不绝，高峰期时拍照区排起长队。
其中，不少市民是带着孩子来办证
的。他们告诉记者，想趁着暑假来

一场亲子游。
“最近几天办证高峰持续。最

多 的 一 天 ， 我 们 受 理 近 900 份 申
请，业务量是平常工作日的两到三
倍。”该出入境服务网点相关负责
人告诉记者，虽然办证人数不少，
但总体来说较为顺畅。一般情况
下 ， 15 分 钟 就 能 完 成 申 请 。 另
外，这股“办证热”还将持续一段
时间，他们建议有需求的市民“预
约办”，避开高峰。

此外，类似的情况出现在鄞
州 公安另一个出入境业务办理网
点——位于鄞州区中河街道天童北
路 933 号和邦大厦的公安办事服务
区。

上周六，这里一如既往地迎来
办证高峰。现场等候区人头攒动：

家长与孩子在智能填表区研究填
表，拍照区也排起长队⋯⋯尽管人
流密集，但在工作人员引导下，业
务办理有条不紊。记者在现场实
测，不出意外情况，一般 15 分钟
就能完成业务办理。

“我们鄞州区政务服务中心的
网点，通过开放‘周二夜市’来方
便下班群众办证。我们和邦大厦的
网点在周六照常上班，让群众无需
在工作日专门请假来办证。此外，
我们中午不午休，‘加时’为群众
服务。”鄞州公安分局出入境管理
大队 （政务服务科） 相关负责人
说。

“以往高峰期办证，至少要等
半小时。暑假专场开启后，分流效
果较为明显。虽然办证人数激增，

但总体来说办证效率提高了。”市
公安局出入境管理支队相关负责人
告诉记者，每逢暑期，公安出入境
服务窗口都会迎来办证高峰。今年
暑期，为了进一步满足群众出国

（境） 办证需求，他们于 6 月 16 日
至 7 月 20 日开设暑期办证专场。

目前，全市 12 个主要出入境
业务办理网点，通过“加时服务”
来满足群众办证需求——“上午提
前开门办”“中午继续办”“晚上加
班办”“周六不休办”。正因如此，
这波出入境办证高峰并未出现扎堆
拥堵等现象。

需提醒大家的是，如果想办理
出入境业务，可电话预约，既能避
免高温，又能错峰办理，方便快
捷。

业务量暴增近五成

宁波迎来暑期出入境办证高峰

记 者 王佳辉
通讯员 方 舟

范文颖

本报讯 （记者孙肖） 据市气
象台消息，台风“丹娜丝”的身
影已逐渐远离我省，其对宁波的
直接影响宣告结束。不过，市气
象台专家提醒，“丹娜丝”虽走，
但它的“余威”和后续系统仍在

“搞事情”，浙南及我省沿海地区
仍 需 防 范 局 地 可 能 出 现 的 强 降
水，不可掉以轻心。

“丹娜丝”前脚刚离开，高温
的“热情”就迫不及待地显露出
来。昨日，阳光重新回归，气温
迅速攀升，全市代表站中，江北
站以 33.2℃拔得头筹，省内不少
地区的气温也正朝着 35℃的高温
线“奋力冲刺”。

难道酷暑就要卷土重来？市
气象台专家表示，阵雨或雷雨并
未打算彻底退场。今日雨势会有
所 减 弱 ， 给 大 家 一 个 喘 息 的 机
会。但到了周五、周六，海上一
个低压环流系统会过来“接棒”，
届时宁波上空仍将多阵雨或雷雨
天气。

好消息是，在偏东气流的持
续吹拂下，未来几天，甬城的气
温并不会热到让人难以忍受。周
日将有一股弱冷空气南下影响我
市，虽然强度不大，但足以让最
高气温降至 30℃左右，成为近期
的一个气温低点。

“丹娜丝”走了，但台风季才
刚拉开序幕。针对市民关心的 7
月台风特点，市气象台专家对此
进行科普：“从气候平均值来看，
7 月之前生成的台风数量通常 4 个
左右，而 7 月这一个月就能生成
将近 4 个。同时，登陆我国的台
风数量也显著增加，7 月一般有 2
个左右。”

对于宁波而言，7 月上旬出
现“重量级”台风影响的概率相
对较低。专家分析历史数据后表
示，无论是历史上对宁波造成严
重影响的排名前十的台风，还是
直接登陆宁波的台风，它们影响
的主要时段集中在 7 月下旬到 10
月上旬。

“丹娜丝”走了
台风季才拉开序幕

昨日，鄞州东郊街道 2025年木里学子宁波研学活动在海悦“悦+”
慈善文化空间启动，13名木里学子在教师带领下开启在甬研学之旅。本
次木里研学活动亮点纷呈，包括走进天一阁感受历史文化底蕴，夜游三
江触摸城市脉搏，探秘象山石浦古城并体验非遗鱼拓画技艺，参观宁波
诺丁汉大学，到海洋世界探索自然奥秘。

据悉，东郊街道连续三年组织木里学子宁波研学活动，此次活动与
升级后的“小候鸟”系列项目共同构成该街道 2025年关爱未成年人行
动的重要内容。图为鄞州区“微光”慈善义工大队与木里学子合影。

（吴向正 龚静 李雨洁 文/摄）

木里学子来甬研学

气象

前天早上8点
不到，虽然台风
“丹娜丝”还没对
宁波产生较大影
响，但江北区慈江
灌区的工作人员谢
松武就早早出门
了。他顺手摘下门
口挂着的雨衣，并
带上量杯、蒸发器
等各类测量器具，
沿着官山河缓缓前
行。他的任务是测
量当地的降雨量、
蒸发量和水位，并
把这些数据上报给
市级相关部门。

“尽管河边设
有监测点，电脑会
自动记录数据，但
我们仍需进行人工
测量，以确保两方
数据一致。”他介
绍道，“做这些工
作，是为了保证雨
水不影响附近农田
的基础设施。”

河面泛起点点
涟漪，映照着他花
白头发的身影，也
让他仿佛看到了年
轻时那个纯粹而充
满干劲的自己。

20多万公里见证了他的半生守望
慈江全长约 28 公里，自镇海

区发源，流经江北区慈城镇，最
终在余姚市丈亭镇汇入姚江。从
交汇处逆流而上约 15 公里，矗立
着 1972 年建成的慈江大闸。

在闸墩上，“水利是农业的命
脉”八个大字依然清晰可见，向
世人宣示着它的重要作用——彼
时，它不仅保障沿岸居民的生活
和生产用水，还成为宁波抗旱的
重要水利屏障之一。

悠 悠 江 水 与 日 渐 斑 驳 的 大
闸，见证着一代代“守闸人”的悲
欢离合。谢松武便是其中一员。他
是慈城镇民丰村人，从小在慈江边

长大，父亲在英雄水库干了一辈子
水利工作。每逢假期，谢松武便去
水库边找父亲。耳濡目染，他也对
水利工程产生了浓厚兴趣。

高中时期，谢松武偶然听父
亲说起水利工程事业缺少年轻的
接班人。没多久，他就开始考取
水利工作所需的相关证书。1980
年，他正式成了一名闸站管理员。

守闸的日子十分枯燥。“夏季
抗旱，秋季防台，冬天维修保养
设施，大闸离不开人。”谢松武
说，“尤其在抗旱和台风季节，必
须保证闸站 24 小时有人值守，整
夜不睡觉是家常便饭。”

这一守，便是长长的 43 年。
其间，他虽在英雄水库和慈江大
闸之间调动多次，但始终未曾离
开这片他深爱的土地。

闸站人手最少时只有 3 名工
作人员，大家每日的任务几乎相
同：沿着慈江反复巡查，仔细检
查 ， 平 均 每 天 能 走 出 2 万 多 步 。
大家的劳保雨鞋穿坏了一双又一
双，衣服也常常被雨水打湿、被
泥泞弄脏，需要准备好几套备用。

“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
据谢松武自己估算，他在 40 多年
里走了 20 多万公里，相当于绕地
球赤道 5 圈。

暴雨里，“守闸人”的责任与担当
“干水利工作是没日没夜的，

尤其台风来袭时。”谢松武说，“经
常半夜要起来把水闸门打开，否则
暴雨会让江水猛涨，淹没农田。”

2013 年，强台风“菲特”席
卷宁波，风力、雨势和潮位纷纷
创下历史新高。

“外面狂风暴雨，水位不断上
涨，我们都很紧张。”谢松武回忆
起当时与同事们坚守在慈江大闸前
的情景，“为确保大闸顺利排水，危
急关头我一头冲进风雨，用绳子和
手摇装置，小心翼翼地调整闸门。”

谢松武和同事们咬牙坚持了
四五天时间。“水位开始下降时，

我们才终于松了一口气。”谈起当
时的情景，谢松武记忆犹新。

在守闸的半生岁月里，这样的
情形对他而言，早已是家常便饭。

谢 松 武 说 ， 无 论 多 么 危 险 ，
情 况 危 急 时 ， 水 性 好 的 “ 守 闸
人”总会义无反顾地跳入水中，
因为这份工作关系着周边众多农
户的生命和财产安全。

在谢松武心中，家人始终是
他最坚强的后盾。“不管情况多危
急，在我外出抢险时，老婆、孩
子从来没打过电话催我回家。”他
言语间充满感激。

大约在 1997 年，一次台风来

袭时，他年幼的儿子突发高烧。
一边是工作，一边是家庭，难以
兼 顾 。 然 而 ， 他 的 妻 子 毫 无 怨
言，独自一人顶着风雨带孩子外
出就医，让谢松武得以安心留在
水利“战场”。

“我至今仍觉得有些愧对老婆、
孩子，但这是我们‘守闸人’的使
命，不可退缩。”谢松武讲述道，

“每年汛期，离家一星期是常事，
孩子从小就习惯了。”如同当年父
亲守护水利设施一般，四十多年
来，谢松武也在做着同样的事情。

慈城的连绵青山，默默注视
着两代“守闸人”奔忙的身影。

白发“守闸人”搬到了新“家”
谢松武是老慈江大闸最后的

“守闸人”。
2013 年，台风“菲特”过后，

宁波决心推进“治水强基”三年行
动计划，随后又启动“姚江奉化江
同治、上下游齐治”的“6+1”工
程建设。

2017 年 4 月，紧邻老慈江大
闸，一座崭新的慈江闸站开工建
设。仅用了两年多时间，闸站便
顺利完工，宁波姚江二通道 （慈
江） 工程实现全线通水。

这 座 新 建 闸 站 实 现 了 降 水
量、水位、蒸发量等数据的自动
化、智能化监测，闸门启闭也能
通过电脑系统远程控制。自此，
谢松武的工作风险小了不少，工
作也稍微清闲了一些。

新闸站建成投用后，谢松武第

一次进去参观。“当时只觉得非常
惊讶，以前每天要三个人值班，现
在有了这些设备，完全不用人工操
作了。”对比今昔，他感慨万千。

2023 年 11 月 ， 因 年 龄 等 原
因，谢松武调离了原岗位，但他
依然坚守在水利一线，从慈江畔
的“守闸人”变成了官山河旁雨
量站的观测员。

步入新岗位，因工作特殊性，
他几乎全年无休，日夜住在站点
里，只为第二天一早能准时开始监
测工作，即使逢年过节也是如此。

日夜交替，四季更迭。曾经
和谢松武一同守在大闸和水库旁
的那些“战友”，有的退休，有的
离世，唯独谢松武依然坚守在水
利战线。

这些年，常有人劝谢松武换

一个地方，也向他介绍过不少更
优越的工作，但都被他一一婉拒。

“您打算什么时候离开现在的
岗位？”记者问他。

“ 我 当 了 一 辈 子 的 ‘ 水 鸭
子’，早已习惯了这里的一切。什
么时候有人来接班，我就什么时
候离开。”他平静地回答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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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慈江大闸老慈江大闸。。（（潘王磊潘王磊 王佳辉王佳辉 摄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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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年里，他巡查走过的路相当于绕地球赤道5圈

他割舍不了那片山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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