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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 19日下午，保加利亚一行人走进云
龙镇龙舟陈列馆，仿佛打开了“中国龙舟文
化之乡”云龙镇千百年来奋楫争先的历史画
卷。

1976年，出土于云龙镇甲村石秃头山的
战国时期国家一级文物——“羽人竞渡”纹铜
钺，将龙舟竞渡的历史追溯到了 2000 多年
前。自上世纪80年代起，云龙就组建了自己
的龙舟队，2009年至今，云龙镇已连续举办
了 15 届“我们的节日——端午看云龙”活
动。目前，云龙镇有27支龙舟队，龙舟队成员
近600人。这些年，云龙龙舟队屡屡在中华龙
舟大赛斩获大奖。在去年6月举办的2023年
中华龙舟大赛（江苏盐城站）中，云龙龙舟队在
职业男子组500米直道赛中荣获第三名，取得
历史最佳成绩。

龙舟陈列馆位于云龙镇龙舟基地内，始建
于2019年。陈列馆主要分为云龙龙舟的历
史、文化、启航、商会、推动者五大板块。陈列
馆内部陈列着龙舟、助威鼓、竞渡服饰等独具
云龙特色的藏品，核心藏品就是“羽人竞渡”纹
铜钺复制品和缩小版的传统龙舟。

一张张照片，一件件藏品，都讲述着云龙
的龙舟历史，让保加利亚嘉宾连连称赞。“没想
到这里的龙舟文化已经有2000多年了，我们
上午在这里体验划龙舟，太有意义了！”一名保
加利亚的皮划艇运动员如是说。当得知云龙
镇的龙舟队员并非全职运动员，而是来自各行
各业，他们更是吃惊。

在陈列馆一楼，是龙舟运动员日常训练的
地方。一群男人开始“卷”起来了，他们在卧推
架上开启了一场力量较量，满屏的荷尔蒙。每
次成功卧推，现场就一片欢呼声。最后，来自
保加利亚的“大块头”直接卧推140公斤，把龙
舟队员们都看呆了。

云龙镇镇级龙舟队队长张维龙直言，这些
运动员的身体素质非常棒！

记者 薛曹盛
通讯员 李安琪 文/摄

“萤火虫，萤火虫，慢慢飞，短暂的生
命，努力地发光……”轻轻哼唱着歌曲，5
月18日傍晚，余姚市凤山小学“萤火虫部
落”社团的孩子们将500多只萤火虫幼虫
轻轻放飞，期待它们早早蜕变成夜间飞行
的可爱精灵。

为了这次放飞，孩子们已准备了8个
月。

余姚市凤山小学“萤火虫部落”社团
指导老师胡金波告诉记者，从2023年9
月开始，师生共同饲养了5000多只萤火
虫幼虫，到今年5月中旬，这些萤火虫幼
虫即将蜕变。

为了让这些暗夜精灵更有活力，师生
们做了精心准备和周末规划。首先在养
殖中精选培育，最后挑选出具备良好的野
外生存能力的萤火虫进行放生，确保存活
率；其次，精心挑选放生地点，考察野外环
境，为这些小生灵提供了一个安全、自由
的新家。

5月18日，凤山小学联合市野生动植
物保护协会和四明山耕自然学堂开展了
以“生物多样性，你我共参与”为主题的

“萤火虫野外放生 生态复育”研学活动。
活动现场，凤山小学“蝶·萤生命教育”课
题研究组成员带领现场所有孩子，将精心
培育的500只水生萤火虫幼虫以及50只
陆生萤火虫幼虫进行野外放生。

寓教于乐，是最好的学习。在活动
中，胡金波老师为孩子们开起了《认识生
物多样性》和《美丽而又神奇的萤火虫》的
科普讲座。从认识生物多样性、生物多样
性的价值、生物多样性受到的威胁、生物
多样性的保护措施、萤火虫的分类、生长
习性和生态复育等七个方面进行科普讲
解。

“本次萤火虫放生，是我们学校系列
自然实践课的一次代表活动，它给孩子
们带来的，不仅是一次知识的普及，更是
一次生态保护的倡议。”胡金波老师告诉
记者，通过此次活动，社团成员们不仅感
受到了与大自然亲密接触的乐趣，也深
刻体会到了保护生态环境的重要性，对
生命的认知得到了更新。“希望通过这样
的活动，能够激发更多人对生物多样性
的关注和保护热情，共同守护我们美丽的
地球家园。”

记者 滕华 通讯员 胡金波 文/摄

■有趣的“宁波派”自然课

筹备8个月
他们放飞萤火虫！

做香包、包粽子、说中文……

“洋队员”
沉浸式打卡
龙舟文化
宁波老阿姨夸赞

5月 19日上午，在鄞州区云龙镇举行的“荣
辰建设”杯 2024 中国·宁波（鄞州）—保加利
亚·鲁塞市龙舟友谊赛上，中保两国队员奋力划
桨，在“中国龙舟文化之乡”体验划龙舟，讲述
了一个鄞州龙舟文化国际传播的生动故事。

当天下午，一行人沉浸式打卡龙舟陈列
馆。在民俗体验环节，他们对传统文化的热爱
以及超强的动手能力，连朴实的老阿姨都飙起
了英语“very good”。

在云龙镇龙舟陈列馆，香包制作、包粽子等民
俗体验，让保加利亚嘉宾沉浸式体验鄞州的龙舟
文化。

米乔·赫里斯托夫·伊万诺夫是这次的随行翻
译，同时是保加利亚的中文教师。现场，他的流利
中文和包粽子技术，让村里的大妈惊艳了。

“我知道，这是粽子，要扔河里，对不对？”在云
龙志愿者的帮助下，米乔很快就成功包出了一个
三角粽，造型完美，惹得大家一阵惊呼，“这包粽子
的水平太厉害了！”

其实，米乔是个“中国通”，曾在中国呆了10年
之久。“在保加利亚有很多人对中文感兴趣，我现在
也是一名中文老师，教他们学习中文。”米乔笑着说。

在中国10年，米乔最大的感受就是“中国人
非常热情”，这次在宁波，他同样体验到了这种宾
至如归的感觉。“一下飞机就感受到了大家的热
情，每个人都笑容满面，非常友善。”

另一边，在缝制香包环节，保加利亚人维克
多·斯托亚诺夫·斯托亚诺夫的手上功夫更是绝
了。“柿子香包代表好事连连，葫芦香包代表福禄，
这些都是半成品，你们把这里缝起来就大功告成
了！”宁波市级香包非遗传承人周管芬一边示范，
一边解说。

“Let me have a try！”话音刚落，维克多就自
顾自缝起香包，熟练的动作把老人们都看呆了。“这
针脚，男人当中算厉害了！”“保加利亚男人都很会过
日子啊！”阿姨不经意的一句话把大家都逗笑了。

看着外籍友人一个个对民俗体验活动如此感
兴趣，老阿姨们都飙起了英语：“very good！”同
时，阿姨们还教他们说宁波话——“交关赞”。

外籍友人体验非遗手作
连老阿姨都飙英语夸赞 沉浸式打卡龙舟陈列馆

一群男人“卷”起了卧推

““very goodvery go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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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籍友人包粽子。

外籍友人做香包。

孩子们放飞萤火虫幼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