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让非遗的“老腔调”接上生活的“烟火气”
郭元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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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趣”十足的小区
是生态文明的生动注脚
孙维国

让更多新市民住得安留得下
凌波

朱玉兰今年67岁，是宁波走书的
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
舞台上，一张桌子、一方手帕、一把折
扇、一块醒木是朱玉兰的全部“家
当”。在上周五的一场演出中，身着旗
袍的她闪亮登场。朱玉兰告诉记者，
近年来，他们紧跟时事热点，参与创作
《“挡刀女孩”崔译文》等新剧本，说唱
的都是本地居民的“身边事”。

6月9日《宁波日报》

一张桌子、一方手帕、一把折扇，
当67岁的宁波走书传承人朱玉兰用
传统唱腔唱起“挡刀女孩”崔译文的
故事，古老的非遗曲艺与鲜活的时
代精神在舞台上碰撞出动人的火
花。从“挡刀女孩”到更多“身边事”
的创作，宁波走书的实践证明：非遗
传承从来不是对技艺的“博物馆式
封存”，而是让传统艺术扎根现实土
壤，在说唱时代故事中焕发新生——
当非遗的“老腔调”接上生活的“烟火
气”，文化传承便能真正走进人心、跟
上时代。

“身边事”为何能激活非遗生命
力？非遗的本质，是历代先民对生活
智慧的艺术化表达。无论是宁波走
书的唱腔韵律，还是各地非遗项目的
独特技法，其源头都深深扎根于当时
的社会语境。而当朱玉兰们将镜头
对准“身边事”——无论是凡人善举、
城市变迁，还是时代浪潮中的奋斗故

事，本质是在做一件事：让非遗回归
“记录生活、反映生活”的初心。

从“古调难寻”到“共情共鸣”，传
统非遗若一味沉溺于历史典故，难免
让年轻观众产生“距离感”，而“身边
事”里的主人公可能是邻居、是校友、
是新闻里的平凡英雄，他们的故事带
着体温与呼吸，让观众在“这就是我
们的生活”的共鸣中，自然亲近非遗
的表达方式。

从“技艺传承”到“精神延续”，非
遗不仅是手法、唱腔的传承，更是文
化精神的延续。宁波走书说唱“挡刀
女孩”的勇敢、讲述本地发展的成就，
本质是在用传统形式传递当代价值
观——古人用曲艺歌颂忠义仁勇，今
人用曲艺点赞凡人微光，变的是故事
载体，不变的是文化中对真善美的永
恒追寻。

从“小众坚守”到“大众参与”，当
非遗开始关注“身边事”，普通人便不
再是被动的“旁观者”，而是可能成为
故事的“主人公”或“创作者”。这种

“非遗照进生活”的互动感，让传承从
“少数人的坚守”变成“多数人的共
鸣”，为文化延续注入源头活水。

当“身边事”被装进“传统容器”，
就实现了非遗文化的与时代故事
同频共振。愿更多非遗项目能像
宁波走书一样，在说唱“身边事”的
过程中，让古老的腔调唱出新时代
的强音。

“妈妈快看！树上有大松鼠，还
有一只尾巴超级长的大鸟！”近日，
鄞州区东胜街道万科惇叙里小区居
民王女士与孩子在小区散步时，意
外邂逅了平时难得一见的小动物。

6月9日《宁波日报》

在高楼林立、车水马龙的城市
之中，如果还能遇见松鼠跳跃于树
梢、蓝鹊驻足于枝头，这样的景象，足
以令人惊喜、甚至感动。这不是画家
笔下的浪漫想象，而是现实生活中正
悄然发生的“诗意奇遇”。如同“世外
桃源”般的“野趣”小区，正以其自然
气息和生态活力，呈现出一副人与自
然和谐共生的美丽画卷。

生态之美，在于其自然而然。
“野趣”小区的背后，是生态系统的
微妙平衡。野生动物的出现，意味
着食物链的建立、栖息地的延展、水
体空气的洁净，这些因素缺一不
可。松鼠不会光顾水泥森林，蓝鹊
也不会栖息在孤零零的盆景之上。
唯有完整健康的生态系统，才能承
载这些生命精灵的“到访”。

在孩子眼中，这样的小区是冒
险乐园；在成年人眼中，这样的小区
是身心休憩之地；在自然的“眼中”，
这样的小区是通往城市的栖息之
门。人与自然不再泾渭分明，而是
彼此安放、彼此成就。孩子在追逐
松鼠的脚步中理解自然的奇妙，成

年人在观鸟的凝望中放慢心灵的脚
步，这些日常中的细节，也许正是生
态文明最真实、最深刻的表达。

城市生态之美，是精细治理下
的现实呈现。一个“野趣”小区，见证
了城市绿色空间从“有没有”向“好不
好”的转型。提醒我们，绿色空间不
仅要种得下树，更要容得下生灵；不
仅要好看，更要有生命力。我们追求
的不但是“绿意盎然”的外在颜值，更
是“生机勃勃”的内在气质。

正因此，城市生态文明建设的
终极目标，不单单是让城市变得更
绿、更美、更宜居，还要让人与自然
重新找到彼此的归属感与共鸣感。
生态不是“外加”的修饰语，而是城
市肌理的一部分；自然不是与人对
立的存在，而是人类命运共同体中
不可分割的一环。

“让城市成为人与自然和谐共
生的美丽家园”，这是新时代的城市
绿色命题。今日小区内的一只松
鼠、一只蓝鹊，看似微不足道，却
展示着我们正在从城市景观的建
设者，逐渐走向生态系统的守护
者；从环境的改善者，成长为自然
的合作者。

松鼠跃树，鸟鸣枝头。如同世
外桃源般的“野趣”小区，不是童话，
也不只是偶遇。“野趣”小区是城市
生态文明的生动注脚，是大自然对
我们点滴努力作出的慷慨馈赠。

6月 10日,今年的“甬有保 暖
心租”——保障性租赁住房进高校活
动启动，在3天时间内走进6所高
校，为高校毕业生提供保租房租住政
策咨询、房源展示和租住问题解答等
服务，助力青年才俊扎根宁波，为宁
波的发展带来源源不断的活力与创
造力。 6月9日《宁波晚报》

“住”作为在城市打拼的基本刚
需，事关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
感。从“一张床”到“一间屋”，再到

“一套房”，住上好房子日益成为新市
民、青年人的热切期盼。

作为制造业大市，宁波拥有数量
众多的、以产业工人为主的新市民群
体，为切实解决他们的住房困难问
题，近年来，宁波加大保障性住房建
设筹集力度，努力实现保障性住房高
品质、多户型、便捷化、可持续。截至
目前，宁波已累计筹建保租房房源
19.89万套（间），其中已投用的保租
房（含存量转化房源）约 13 万套
（间），惠及新市民、青年人25.8万人，
有力缓解了他们住房难问题，群众获
得感、幸福感显著提升。

保租房虽然是租来的，但也应该

是“好房子”。“好房子”的一个重要标
准，就是区位好。对于新市民、青年
人而言，他们更倾向于交通便利、就
业机会集中的区域，像永旺青创公
寓，它地处甬江科创启动区，毗邻宁
波北高教园区，通勤优势明显，吸引
了大量周边青年人才。

好配套，是判定房子好不好的
又一个标准。完善的基本公共服务
设施、便民商业服务设施、公共活动
空间等配套设施，是打造保租房样
板的“标配”。和美保寓兴宁桥西项
目还配置了书吧、共享厨房、生活服
务点等专属配套空间，为入住的新
市民、青年人搭建多样化的交流沟
通平台。

便捷也是判定房子好不好的标
准。宁波建设的保租房基本上都有
独立的卫生间、厨房和阳台，还配备
了床、沙发、衣柜等家具，以及空调、
冰箱、洗衣机、电磁炉、抽油烟机等家
电，基本可以拎包入住，极大方便了
租赁者。

新市民、青年人为城市发展注入
新活力，从“居者有其屋”到“居者有
好屋”，保障性租赁住房，让他们住
得安、留得下、干得好。

记者近日从宁波海关获悉，宁波海关所属邮局海关关员在对进境邮件
的CT机检图像进行人工判图时，发现一票邮件的机检图像异常，具有较
大风险。现场关员立即查验，发现邮件内实际为4条塑料袋装活体鱼。经
宁波海关技术中心鉴定，这些活体鱼为泰国斗鱼，在我国境内无天然分布，
属于外来物种，为宁波邮路口岸首次截获。 6月9日《宁波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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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外来生物没有机会“安家落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