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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古以来，人们傍水而居，城市
因港而兴。“海定则波宁”，这是宁波
二字的来历，作为中国最早开埠的
城市之一，宁波以其揽湖滨海的优
越地理位置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重
要起点，也被称为“海丝活化石”。

那么，到底什么是“海上丝绸之
路”？为什么它如此重要？

在中国港口博物馆，孩子们成
功“解锁”了宁波作为枢纽港的历史
沿革。早在7000年前，宁波的先民
就已活跃于海上。到了唐代，交州、
广州、明州（宁波）和扬州成为四大
著名港口，明州港在这四大港口中
地位尤其重要。宋元时，明州港已
成为全国著名的对外贸易港口。

可以说，自古以来，宁波不但是与
世界各国和地区进行商品贸易的大
埠，而且还是文化交流的重要窗口。

然而，在近代，由于国家主权的
丧失，我国的海洋主权也一度被列
强瓜分，沿海港口、岛屿、商埠、海上
交通权、海关权、海上贸易权等悉数
为列强所掌握。中国广阔的海洋不

仅没有为国人造福，反而成为帝国
主义入侵中国的一个通道。

“所以在今天，我们高度重视海
洋的权益，这一点非常重要，海洋是
我们的蓝色国土。”乔文奇引导孩子
们思考海洋在人类文明进程中的重
要性，建设海洋强国的重要意义。

“我想成为一名人民海军”“我
想成为航母上的舰载机飞行员”“现
在的海洋污染严重，我将来想去保
卫海洋”……当问到大家未来有没
有关于海洋的梦想时，好几名同学
这样回答。

“同学们都很棒！今天，在这
里，我们仿佛能听见先辈们乘风破浪
的声音，看见他们探索未知世界的坚
定背影。让这份勇于探索、敢于创新
的精神，激励着我们在知识的海洋
中扬帆起航，向着更广阔的未来前
进。为建设海洋强国贡献自己的力
量。”思政课的最后，乔文奇这样鼓
励大家。

记者 王伟 张培坚
实习生 陈欣妍 吴瑜哲 文/摄

在洞桥镇西瓜种植基地，市级
文化特派员团队成员、宁波卫生职
业技术学院思政导师严然介绍了

“八戒西瓜”背后的故事。
2001年，洞桥西瓜已经很出名

了，海曙区洞桥镇政府有了注册商
标的想法。大家集思广益取名“八
戒”，是因为《西游记》里猪八戒吃西
瓜的形象深入人心。

“这里的西瓜皮薄脆甜，特别好
吃，‘八戒西瓜’注册商标后，效果特
别好。一说到洞桥，大家首先就会
想到‘八戒西瓜’，这就是品牌文化
的力量。”严然说。

同学们还参观了百梁桥。百梁
桥是浙江省文保单位，始建于北宋
年间，是历史悠久的石礅木梁古廊
桥。由于其中6个桥洞，每洞铺架
14根大木为梁，加上中间桥洞的16
根木梁，合成百梁，故称百梁桥。

“你看这座桥，廊屋保护了木
梁，石砌桥墩是船形，经历上百次
洪水江潮袭击屹立不倒，蕴含着古
代工匠的智慧和汗水。有人把它
和七塔寺放在一起写了副对联：七
塔寺，七座塔，塔塔朝天天朝塔；百
梁桥，百根梁，梁梁映水水映梁。
是不是很有意思？”严然的讲解非
常生动。

“这让我想起了赵州桥，非常稳
固，老祖宗的智慧让人惊叹。”海曙
外国语学校学生金思含说。

“我们要保护古桥古建筑，这是
优秀传统文化，这些古老的桥梁和
建筑，是历史的见证，也是我们中华
文化的外在表现形式，蕴含着丰富
的哲学思想。”宁波卫生职业技术学
院大一学生张琳说。

记者 王冬晓 张培坚
实习生 吴瑜哲 徐锦雯 文/摄

聆听乘风破浪的声音
感知勇于探索的精神

7月6日，“知行合一 铸魂育人”宁波大中小学移动思政课
开讲，来自浙江工商职业技术学院的两位思政导师乔文奇、高
雅慈和三名大学生助教，带领海曙区高桥镇宋家漕小学的34
名学生，从高丽使馆遗址到中国港口博物馆，由古至今，探索宁
波的“海丝文化”。

聆听历史的回响

在高丽使馆遗址，孩子们被一
幅历史长卷所吸引。高雅慈告诉大
家，这幅长18.64米、高2米的画卷
是《明州与高丽交往史图》，采用了
仿古绢的手法，选取镇海招宝山、甬
江入口、东门口、子城鼓楼、高丽使
行馆、月湖、碧让亭、天封塔等多处
宁波美景和256位人物，展现了高
丽使者、商团入宋及明州官员迎接
高丽来使的场景。栩栩如生的画面
让孩子们身临其境，感受当时民族
交流场面。

使馆的后厅设计成船只的构
造，孩子们惊喜地看着船桨、船舵、捕
鱼网等配件。“这里曾是古代朝鲜半
岛与大宋王朝交流的窗口，在这片充

满故事的土地上，同学们可以想象当
年使臣穿梭于繁华市井间，携带珍贵
货物与文化典籍，促进两国经济文化
交流的盛景。”高雅慈边讲解边引导
孩子们想象当年的景象。

大家还了解到，7月11日是中
国航海日，是为了纪念中国航海家
郑和下西洋而设立的。

在乘车前往中国港口博物馆的
路上，高老师就刚刚的高丽之行布
置了创作小课题，让孩子们根据看
到的陶瓷文物，设计自己心中的青
瓷。一时间，车上的嬉闹声散去，取
而代之的是画笔挥扬的灵感涌动，
历史文化的魅力在此刻延续，融进
了孩子们的画笔。

触动幼小的心灵

忆“糖丸”、观廊桥
文化特派员团队开讲

7月5日，“知行合一 铸魂育人”宁波大中小学移动思政课
在海曙区洞桥镇前王村开讲。前王村是“糖丸爷爷”的家乡，一
颗小小糖丸，造福亿万儿童。这颗类似奶制品的糖丸，学名是
口服脊髓灰质炎减毒活疫苗，可有效预防小儿麻痹症，不少80
后、90后都有印象。

探访“糖丸爷爷”的家乡
这堂思政课很特殊，由宁波

市级文化特派员、宁波卫生职业
技术学院教授陆晓莉团队开讲，
这也是基于该团队前期调研梳理
洞桥镇前王村文化资源而设计的
移动思政课。

“我们希望将思政课与地方文
化建设紧密结合，讲好宁波地方文
化的思政故事，建设好大思政课，拓
展思政教育社会服务功能，助力地
方文化发展。”陆晓莉说。

“糖丸爷爷”顾方舟从小失去父
亲，由母亲和外婆带大。4岁时，顾方
舟的妈妈去杭州学习现代助产技术，
便把顾方舟寄养在前王村的外婆家。

或许是受到母亲的影响，救死
扶伤、医者仁心的种子在顾方舟的
心底萌芽。1944年，顾方舟以优异
成绩考入北京大学医学系。

据统计，1960年前，我国每年

有2万-4.3万个孩子会患上小儿麻
痹症。顾方舟从国外学成归国后，
临危受命组建研究团队，仅用4年
时间就研制出减毒活疫苗。

为了解决疫苗在偏远地区的保
存和运输问题，顾方舟又从“宁波汤
圆”中得到灵感，研制出“糖丸疫苗”。

“2000年，中国成为无脊灰国
家。那一年顾方舟74岁，从青丝到
华发，顾方舟一生只做一件事，持续
42年，守护一代代少年儿童的健康，
获得‘人民科学家’的荣誉。‘糖丸爷
爷’的故事给了我们什么启发？”陆
晓莉在现场问大家。

“不怕困难，勇攀科学高峰的精
神”“他把毕生精力放在消灭脊髓灰
质炎的事业中，造福千千万万家庭，
这是一种大爱”……来自宁波市海
曙外国语学校的同学们争先恐后地
回答。

吃“八戒西瓜”，感受廊桥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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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高丽使馆遗址在高丽使馆遗址，，高雅慈带孩子们了解历史高雅慈带孩子们了解历史。。陆晓莉给大家讲陆晓莉给大家讲““糖丸爷爷糖丸爷爷””的故事的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