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 CN 33-0003

中共宁波市委机关报
甬派客户端 中国宁波网

NINGBO DAILY

星期一 农历乙巳年六月二十

2025年7月 日14

今日8版 总第18197期 新闻热线：87000000 www.cnnb.com.cn 天气：今天多云局部有阵雨或雷雨；西到西北风4级；25℃～35℃
明天晴到多云；西南风3级，夜里起偏南风4级

今日市区空气质量预测：良至轻度污染

本报讯（记者单玉紫枫 通讯
员孙耀楠 李攀高） 7 月 11 日上
午，最新发布的《新华·波罗的海
国 际 航 运 中 心 发 展 指 数 报 告

（2025）》 显示，在全球国际航运
中心城市排名中，宁波舟山成功进
位，历史性跻身全球第七位，这是
5 年内的第 4 次进位，彰显了强劲
的综合实力和上升势头。

争先进位，步履不停。2015
年，宁波舟山国际航运中心排名全
球第二十三位，历经艰难攀升，直
到 2021 年 首 次 叩 开 全 球 前 十 大
门 。 此 后 稳 步 前 进 ， 2023 年 、
2024 年、2025 年每年迈进一位，
实现了令人瞩目的“5 年 4 级跳”。
这一持续的进位历程，在全球港口
城市竞争中尤为不易。

“进七”的里程碑，是浙江省
锚定“建设世界一流强港和全国港
口营商环境最优省”目标、久久为
功的阶段性重大成果，也有力印证
了宁波市和舟山市合力发展航运服
务产业的显著成效。

支撑“进七”的基石，首先源
自“港口条件”的绝对硬实力。依
托宁波舟山港全球领先的货物吞吐
量和基础设施优势，“港口条件”

指标常年稳居全球榜首，为持续进
位提供了最坚实可靠的保障。

去年，宁波舟山港完成货物吞
吐量 13.77 亿吨，同比增长 4%，连
续 16 年领跑全球；完成集装箱吞
吐 量 3930 万 标 准 箱 ， 同 比 增 长
11%，增幅创近 7 年来新高，稳居
全球第三。今年上半年，宁波舟山
港完成集装箱吞吐量2104.8万标准
箱，同比增长 9.8%，保持着强劲
增长势头。

攀升的生产数据背后，是不断
夯实的“硬核”基础设施支撑。
宁波舟山港拥有全球首个双“千
万 箱 级 ” 单 体 集 装 箱 码 头 ， 矿
石、油气、煤炭三大亿吨级大宗
散货泊位群已然形成。未来增长
引擎也在加速布局，第三个千万
级集装箱泊位群——六横港区佛
渡作业区，其通航能力提升工程
于去年年底开工，一期工程深水
岸线于今年5月份获交通运输部批
复，建成后将为宁波舟山港新增
950米深水岸线。

新华・波罗的海国际航运中心
发展指数包含港口条件、航运服
务、综合环境3个一级指标和16个
二级指标，从多个维度衡量国际航

运中心的综合实力。因此，仅有
“硬实力”还不够，“软服务”的同
步跃升同样至关重要。宁波舟山港
着力发展水上运输、船舶燃料加
注、船舶交易、航运信息服务、国
际合作平台搭建等特色优势，持续
提升航运服务能级与水平。

做优做强航运企业，是提升航
运服务核心竞争力的重要一环。浙
江最大集装箱班轮企业、宁波舟山
港集团自营船队——宁波远洋运力
排名全球第二十四位，今年上半年
新开拓 2 条国际集装箱航线；浙江
海港内河航运公司扬帆起航，运营
内河船舶逾150艘。

精准服务国际航行船舶。作为
通过跨港 （关） 区覆盖长三角主要
加注港口的供油企业、宁波舟山港
集团燃供企业——海港国贸今年上
半年实现 LNG 加注 20 艘次、加注
量逾 11.6 万立方米，超去年同期
24 倍，并率先完成全国港口企业
首单欧盟碳配额交易，助力宁波舟
山港成为全球第四大加油港、全国
前三大LNG加注港。

船舶交易平台活力迸发。宁波
舟山港集团旗下的浙江拍船网强化
区域布局与功能布局，加快新加坡
子公司建设、完成上海分支机构设
立，新增租船经纪、新造船经纪等
新业务模式，今年上半年完成船舶
交易额 52.4 亿元，同比增长 29%，
创历史新高；其中，竞拍成交额占

全国同类型拍卖市场逾80%份额。
信息赋能航运发展。宁波舟山

港集团旗下专注于港航物流与国际
贸易领域的公共服务平台和专业服
务机构——宁波航交所持续提升国
际影响力，在 10 个国际机构定期
发布海上丝路指数；高水平运营海
上丝路航运大数据中心，累计数据
量逾 20 亿条；与上海期货交易所
深化合作，共同推进集装箱运价指
数期货产品开发，并启动指数编制
平台建设。

“海丝论坛”金名片效应持续
放 大 ， 让 宁 波 舟 山 声 名 远 播 。

“2025 海丝论坛”高质量举办，吸
引 44 个国家和地区逾 4000 人次嘉
宾参会，达成一系列平等互利共识
和具体合作；海丝友港“朋友圈”
进一步壮大，扩展到 35 个国家和
地区的57家机构。

从全球第二十三位到历史性跻
身全球第七，宁波舟山国际航运中
心排名的每一次攀升，都印证着宁
波舟山港口建设“由大向强”、港
口服务“补短扬长”的决心信心和
积极实践。

宁波舟山港集团相关负责人
表示，面向未来，宁波舟山港将
紧抓世界贸易东移、全球港运格
局加速重构的时代机遇，在国际
航运中心擂台上大展拳脚，为服
务国家战略和全球贸易畅通展现更
大担当。

“5年4级跳”，取得历史性突破

宁波舟山国际航运中心排名全球第七
/争一流 创样板 谱新篇/

加快建设现代化滨海大都市

新华社北京7月13日电
新华社记者

中国大地上，690 多座城市星罗棋布，9.4
亿人生活在城镇。

承载着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经历了世
界历史上规模最大、速度最快的城镇化进程，
我国城市发展波澜壮阔、成就显著。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始终将城市工作摆在治国理政的重要位
置，习近平总书记对城市工作作出一系列重要
论述，深刻回答城市建设发展依靠谁、为了谁的
根本问题，着力破解建设什么样的城市、怎样建
设城市的重大命题，为新时代城市发展建设定
向领航，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城市发展道路。

“认识、尊重、顺应城市发展规
律，端正城市发展指导思想”

盛夏的雄安新区，一派生机勃勃——
启动区满目葱茏，一座座楼宇拔地而起；容

东片区烟火升腾，重点设施加快建设；高新区路
网密织，站城、产城、绿城融合发展气象初显；白
洋淀荷花绽放，千年秀林绿意盎然⋯⋯

这座由习近平总书记亲自决策、亲自部
署、亲自推动规划建设的高水平现代化城市拔
节生长，日新月异。

谋千年大计，创时代标杆。
2017 年 4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设立

河北雄安新区的重磅消息传遍大江南北。
“着力打造一个没有‘城市病’的未来之

城，真正把高标准的城市规划蓝图变为高质量
的城市发展现实画卷。”规划建设雄安新区，
是习近平总书记大力推进新时代城市工作的一
个创举。

城市是我国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方面
活动的中心，在党和国家工作全局中举足轻重。

“做好城市工作，首先要认识、尊重、顺
应城市发展规律，端正城市发展指导思想。”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深刻把握城市发展规律，从全局和战略高度
对城市工作作出系统谋划部署，提出一系列新
思想新观点新论断。

把牢城市发展方向——
进入新时代，我国城镇人口已超过农村人

口，城镇化快速推进，城市发展取得举世瞩目
成就，也面临不少问题。

从“大拆大建常年不断”，到“城市规划
墙上挂挂”；从空气污染、交通拥堵、垃圾围
城等“城市病”，到城市建筑贪大媚洋等乱象⋯⋯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城市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如果长期得不到
解决，就有可能演变成社会矛盾和问题。对存在的问题，我们必须高度重
视、积极探索、抓紧解决。”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战略全局出发，牢牢把握人民城市的
根本属性和价值追求，为我国城市发展作出顶层设计、总体规划。

2015 年 12 月 20 日，中央城市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这是时隔 37 年
后，党中央再次召开的最高规格的城市工作会议。 【下转第8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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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周末，江北区慈
城古县城景区“仲夏慈
湖夜”主题活动启幕，
这是该景区首次在夏夜
开展主题活动，仅 3 天
时间就吸引游客 6 万多
人 次 前 来 打 卡 。 打 铁
花、古装舞、猴戏、喷
火 等 精 彩 演 艺 轮 番 上
演，慈湖边的几十家特
色摊位推出宁波地道美
食与网红小吃……本次
主题活动将持续至 8 月
31日 （每周五至周日举
行）。
（缪仁杰 王佳辉 摄）

夏夜夏夜
游古城游古城

记者 廖惠兰
通讯员 史蓓琪

行走在象山县石浦镇东门岛上
的东门渔村，海风裹挟着咸腥味扑
面而来。村口“浙江渔业第一村”
的标牌，道出了这个海岛渔村的特
色风情。

东门渔村历史悠久，唐神龙二
年象山立县时便属于其辖区范围，
至今还有“新石浦，老东门”之
说。

作为首批中国传统村落、全国
“最美渔村”、浙江省历史文化名
村，东门渔村文化资源丰富，渔家
风情浓郁，被誉为“活态”渔文化
博物馆。

这里既有宋元时期的海防遗
迹 ， 又 有 传 承 千 年 的 开 洋 谢 洋
节俗；既有国家级非遗渔民号子
的粗犷回响，又有渔家乐里飘出
的海鲜味⋯⋯这座面积仅 2.8 平方
公里的海岛渔村，如今正以文化为

“帆”，驶向更广阔的蓝海。

千年民俗被打造成文化IP

“中国第一部获国际荣誉的电
影《渔光曲》的外景，就是在我们
村拍的！”东门渔村村委会副主任
任建奇说，东门渔村 80%以上的渔
户从事海洋捕捞及相关产业。在改
革 发 展 中 ， 东 门 渔 村 “ 以 文 赋
能”，打造渔文化 IP，推动文旅融
合产业持续“破圈”。

至今，东门渔村仍较完整地保
存了传统渔区民俗文化。“一敬酒，
祝福海洋！二敬酒，波平浪静！三敬
酒，鱼虾满舱。”渔民组建龙灯队、锣
鼓队等文艺队伍，每年自发开展渔
民开洋谢洋、开渔节等民间节庆活
动。如今，渔民开洋谢洋、象山渔
民号子及石浦—富岗如意信俗均被
列入国家级非遗名录。

“过去祭海是求平安，现在成
了渔村的‘文化招牌’。”驻东门渔
村的宁波市级文化特派员林华奇告
诉记者，现在村里将传统祭祀发展
为可体验的沉浸式文旅活动。每年
开渔节期间，有数十万人观看祭海
仪式网络直播。

在近日举行的第十七届渔民文
化节上，8700 余名村民与游客共

赴这场海洋文化的盛宴。在东门渔
村主干道上，871 桌渔家宴同时开
席，宾客们在欢声笑语中感受着渔
村的独特魅力。

今年的“关公磨刀”民俗活
动，也在坚守传统中增添了不少新
元素。镇村两级策划组织了一场

“海韵潮音·文艺小摊”展演，村
民、非遗传承人与专业演员同台献
艺，并融入关公文化元素布置“千
人 宴 ” 现 场 ， 特 别 打 造 了 关 公
NPC （非玩家角色） 在席间与游
客们趣味互动。

“拜关公、磨大刀，是祖祖辈
辈的传统，更是我们渔民心中的念
想，现在看到这些特色民俗吸引这
么多游客前来体验，带动村里发
展，我们跳得更有劲了。”参与演
出的村民陈阿伯由衷感慨。

历史遗迹变身文化地标

碧海蓝天之间，青石板路蜿
蜒，明代古城墙与网红灯塔相映
成趣，鱼拓画、鱼骨艺术品点缀
街巷⋯⋯近年来，东门渔村依托
丰富的渔文化资源和历史遗迹，吸
引越来越多的游客“留下来”。

“我们村靠海，很多游客原本
只是来看海，现在却被渔文化吸
引，还打卡海防遗址文化地标⋯⋯
游客也愿意多住几天。”以“渔”
引客的澜息里民宿主人罗双宇说。

东门渔村在转型发展中主打文
化旅游牌，整合滨海风光、古村落风
貌、民俗风情等资源，打造“渔文化
艺术村”研学基地、海景民宿等文旅
项目，推动渔文化产业蓬勃发展。

在村里的非遗传习所，鱼拓技
艺传承人王羽正指导游客将鲳鱼拓
印成画。“鱼鳞作云纹，鱼骨当山
峦，一条鱼就是一幅画。”王羽
说，鱼拓画课程每年吸引上万名学
生，让渔文化从“墙上展览”变为

“手中体验”。
漫步村中，渔民休闲公园、妈

祖文化园、渔文化墙等讲述着渔民
生活的变化。为保护这些“会说
话”的历史，村里近年来投入 220
万元修缮古建筑。

“我们坚持‘修旧如旧’，同时
加快非遗展示平台的建设。”任建
奇说，目前已修复城隍庙、天后
宫、王将军庙等8处古建筑。

【下转第4版①】

东门渔村：

以文化为“帆”，
驶向更广阔蓝海
人文乡村行

记者 石承承 潘雯婕

为期3天的2025年日本大阪世
博会中国馆“浙江周”活动于前天
开幕，今天是“宁波日”活动。

在昨天下午举行的宁波—日本
友城交流对话会上，宁波向长冈
京、上田、益田等友好城市分别捐
赠了《四明文库》收录的两种据明
刻本影印出版的王阳明文录——

《河东重刻阳明先生文录》（明嘉靖
三十二年刻本） 和《新刊阳明先生
文录续编》（明嘉靖十四年刻本）。

《河东重刻阳明先生文录》（明
嘉靖三十二年刻本） 由王阳明弟子
黄绾、欧阳德等汇编，书中主要收
录王阳明与诸弟子讲学明道之文章
及王氏诗赋、序言、记说、墓表等
作品；《新刊阳明先生文录续编》

（明嘉靖十四年刻本） 作为贵阳刊
行的善本，收录 300 多篇诗文，内
容涉及其思想、生活、交游等多个
方面，还含《王文成公全书》未收
的佚作，对研究和传承阳明学说具
有重要文献价值。

这份特殊的“市礼”背后，是

宁波与日本绵延千年的文化连接和
价值共识，是阳明学说跨越时空的
深远影响，承载了新时期文明互鉴
的期许。

千年文脉相连

在交流对话会现场，柔和的灯
光洒在精美的文献上，时间仿佛回
溯到千年前——

作为海上丝绸之路重要启航地
与浙东学术发源传承地，宁波在中
日文化交流史上具有独特且重要的
位置。唐代的明州港，往来船只络
绎不绝，众多来唐日僧由此登陆。
鉴真六次东渡，三次在宁波停留，
每一次停留都像是在中日文化交流
的土壤里播下一颗种子。

宋元时期，宁波设市舶司，成
为重要贸易口岸。南宋画师周季
常、林庭珪绘制的 《五百罗汉图》
等佛画，搭乘经商船传入日本，以
其精湛的技艺与独特的艺术风格，
深刻影响当地佛寺艺术风格。

明代，宁波一度成为官方认定
的唯一对日贸易口岸。嘉靖年间，

日本遣明使策彦周良抵达宁波，在
《初渡集》 中用细腻的笔触详尽记
录宁波城防、官署制度及士人生活
百态，为后人了解当时的中日互动
提供了珍贵而鲜活的资料。

自宋代以来，宁波诞生过王应
麟、王阳明、朱舜水、黄宗羲、万
斯同、全祖望等名家硕儒。其中，
王阳明、朱舜水的学术文化思想在
日本传播广泛、影响巨大，堪称中
日文化交流的关键人物。

改革开放以来，这份情谊持续
升温：1983 年，宁波与长冈京市
结为友城，开启城市交流新纪元；
2015 年，宁波与日本奈良、韩国
济州共获“东亚文化之都”称号，
为东亚文明互鉴树立典范。

从历史深处走来，宁波选择这
两种珍稀文献作为“市礼”，是因为
王阳明学说不仅在中国滋养无数后
人，更曾在日本产生波澜壮阔的影
响，引发变革浪潮。此次两种文录的
捐赠，既是对往昔历史的深情呼
应，更是对阳明思想价值在当下的
再次确认，阳明思想不是躺在博物
馆的文物，而是活在当下的智慧。

跨越时空的深度联结，为今日
的文化对话奠定了深厚根基。这份
流淌千年的缘分，恰是宁波选择以
王阳明文录作为“市礼”的深层密
码——用最具共同记忆的文化符
号，续写交流交融的新篇章。

交流续写新篇

在收到这份珍贵的礼物后，宇
和岛市日中交流促进会副会长吉本
正说：“会把书放到宇和岛最大的
图 书 馆 里 ， 全 体 市 民 都 可 以 来
读。”他 1980 年就曾到过宁波，迄
今为止已经来过宁波 30 多次，他
甚至还用宁波话说“谢谢您”以表
谢意。

这份承载着历史重量的“市
礼”，并非孤立的文化符号。在交
流对话会现场，《四明文库》 系列
成果与“四明文库”文创书灯等周
边产品展示区域，书籍陈列整齐，
文创设计新颖，吸引与会嘉宾驻足
欣赏、询问了解，成为宁波文化对
外传播的一个亮丽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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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阪世博会，宁波“市礼”为何是“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