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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年宁波足球首冠诞生

镇海优康队
捧得“贺岁杯”

2月25日下午，“贺岁杯”宁波市
五人制足球争霸赛在市全民健身指
导中心五人制足球场落幕。镇海优
康队在决赛中以4:1战胜高桥重梦
队，捧起冠军金杯，这也是农历新年
宁波足坛诞生的首项冠军。

作为宁波传统公益足球赛事，
“贺岁杯”市五人制足球争霸赛已连
续举办8届。据悉，参加该项赛事的
所有球员都是身份证3302（宁波）开
头的本土球员，可谓真正的“阿拉宁
波”足球盛宴，通常于元旦前后开赛，
春节后收官。

本届比赛共有来自各区（县、市）
的16支球队参加，于今年元旦开球。
先进行小组赛，各队分为4个小组，每
组前两名进入八强淘汰赛，直至决出
冠军。

本届赛事最终排名前四位的依次
是镇海优康队、高桥重梦队、睿纬科技
义腾队、余姚陆埠队。另外，李庆扬
（镇海优康队）获最佳球员，吕孙豪（镇
海优康队）荣膺最佳射手，朱少华（高
桥重梦队）获最佳门将，首一爸爸队、
高桥重梦队获最佳组织奖。

“贺岁杯”也是见证宁波业余足
球激烈竞争的赛场，近年来虎牌石油
队、鄞州新城队、高桥重梦队、海曙好
美秋千队等劲旅轮番进入决赛争夺
桂冠。近三年两夺冠军的鄞州新城
队，在本届的八强战中四度领先，最
终却被睿纬科技义腾队以5:4逆转，
也是又一次为激烈的争夺做了注脚。

此次决赛在镇海优康队和高桥
重梦队之间上演。镇海优康队开场
仅5分钟即获得进球，占据先机，虽然
对方不久后扳平比分，但之后他们又
三次进攻得手，最终以4:1获胜。这
是镇海优康队首次获得“贺岁杯”冠
军，去年他们在宁波市足球超级联
赛、宁波市足协杯比赛中均排名第
三，还赢得了市八人制足球赛冠军。

值得一提的是，此次代表镇海优
康队出战的吕孙豪，是中超球队河北
沧州雄狮队后备梯队 U19 队的队
长。他在本届“贺岁杯”上以10个进
球荣膺最佳射手，成为球队夺冠功
臣。当然，吕孙豪的梦想不止于此，
而是期待早日亮相中超赛场。

本届“贺岁杯”宁波市五人制足
球争霸赛由宁波市全民健身指导中
心、海曙区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
宁波市足球协会主办。 记者 戴斌

通讯员 严哲 俞学丰 文/摄

一场场接地气的文艺演出
在庵东“生根发芽”，表现出强劲
的生命力和创造力，在传承与活
化利用过程中，上演了一出又一
出好戏。近几年来，宁波交响乐
团、宁波市歌舞剧院、浙江绍剧
艺术研究院等专业院团的专场
演出相继在庵东进行，全国、
省、市、区级大型体育赛事络绎
不绝，“送电影下乡”“送戏下乡”
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一场
又一场文体盛会。

“号对脉、开对方子”，满足群
众多层次、多样化、多方面的精神
文化需求，是镇里着力做的事。
文艺演出火爆的背后，是市民与
政府的双向奔赴。以这次庵东镇
的绍剧演出为例，市民有需求，政

府有服务。在外需要几十元乃至
上百元的演出门票，到了家门口，
市民只需25元，便可欣赏到浙江
绍剧艺术研究院的姚百青、施洁
净、章金刚等国家一级演员带来
的精彩表演，《三请樊梨花》《相国
志》《孙悟空三打白骨精》等又是
观众百看不厌的剧目。

“今年元旦期间，我们也曾
邀请曲艺团队前来表演，大受欢
迎。”看到村民对传统戏曲的期
待，庵东镇早早定下计划，1月
份便着手邀请，经过一段时间的
沟通联络，最终确定由浙江绍剧
艺术研究院在元宵期间来此表
演。“既然大家喜欢，那我们就尽
力将高水平演出‘搬’到家门
口。”庵东镇相关负责人表示，这

次的三场表演还分别得到了该
镇三家爱心企业的赞助支持。

播撒文化种子，齐绘共富蓝
图。以“一人一艺”“一村一品”
精品文艺为着力点，庵东镇近年
开办了广场舞、戏曲、茶艺等文
化公益培训班，并相继举办青歌
赛、文艺汇演、“我们的村晚”、文
化走亲等大型群众性文化活动，
使之成为“文化惠民的窗口、育
人成才的摇篮、展示自我的平
台、享受快乐的天地”，让群众从
文化“看客”变成了“主角”。“文
化惠民，百姓点单，这不仅仅是
一句口号，更是对市民的承诺和
行动。”庵东镇相关负责人表示。

记者 吴丹娜
通讯员 孙逸锴 文/摄

台上演员身姿矫健，
唱腔高亢，台下观众目不
转睛，喝彩连连。2月23
日至25日，绍剧《三请樊
梨花》在宁波前湾新区庵
东 镇 文 体 中 心 连 演 三
天。究竟是什么样的好
戏，让当地及周边的男女
老少一同奔赴？

2月23日，浙江绍剧艺术研
究院带来的绍剧《三请樊梨花》
在庵东镇文体中心热闹开演。
一腔一调演绎世事百态，一颦一
笑道尽戏中人生，剧情基本按照
传统戏曲《三请樊梨花》原本的
故事呈现，起承转合的节奏简洁
明快，联结古今的情感共鸣，唱
出了传统文化的醇厚魅力。

传统戏曲，烙刻着一方水土
代代传承的文化记忆。“听说这次
有戏曲下乡，大家可兴奋了，早早
就订了票。”“绍剧我们是从小看
到大的，听得懂，看得欢，真是太
对胃口了。”“希望这样的好戏以
后能多来……”朴实的语言，道出

了百姓对精神文化的需求。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绍剧

的前身——绍兴乱弹便时常出
现在戏台庙会上，声振林木，响
遏行云。1950年绍剧正式定名
后，更是成了我们几代人心中的
美好回忆。”庵东镇富北村的朱
老伯告诉记者，他小时候每逢喜
庆日子，总会有一支绍剧团支起
戏台演上好几天，他从小看到老
就是看不厌。

2月23日至25日，接连三
天，每天演出还没开始，庵东镇
文体中心的戏台下早已座无虚
席。听说是浙江绍剧艺术研究
院来表演，23日刚吃完晚饭，孙

阿姨就催促儿子帮他们老两口
去买票。孙阿姨说，很多演出她
在电视上都看过，“这次到了家
门口，票价还这么实惠，肯定得
去现场感受一番。这两张戏票，
还是我儿子排了半小时队才买
到的呢。”

售票当日不到两小时，三天
演出的门票就被抢购一空，很多
村民早早赶来排队等候，生怕来
得晚了抢不到票。“想到过这次
戏曲惠民演出会大受欢迎，但没
想到会如此火爆。”庵东镇相关
负责人表示，门票售罄后，该镇
还特意连夜发布了公告，以免村
民们跑空。

走啊，一起看戏去！

如何“号对脉、开对方子”？

三天大戏场场爆满

这场惠民演出
为何一演再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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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赛现场比赛现场。。

演出现场演出现场。。

演出后台演出后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