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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9 月 29 日，在中华人
民共和国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
颁授仪式上，屠呦呦和顾方舟分别
获得了共和国勋章和“人民科学
家”国家荣誉称号。

在浩瀚的宇宙中，经国际小行
星委员会批准命名的“邵逸夫星”

“王宽诚星”“曹光彪星”“李达三
星”“贝时璋星”“谈家桢星”“吴
祖泽星”“贺贤土星”，星光熠熠，
璀璨夺目……

这些闪光的名字，来自同一座
城市——宁波，他们都有一个共同
的称呼——“宁波帮”。

“宁波帮”人士胸怀家国情
怀，将坚定的报国志转化为创新创
业的不竭动力，把人生理想融入到
国家和民族的伟大事业中。

励业重义 兴家富国

从“宁波帮”身上，我们读到
的不仅有卓越的经营理念与商业智
慧，更有浓浓的家国情怀。

1949 年 10 月 1 日，“宁波帮”
人士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了开国
大典，见证了新中国的成立。

盛丕华就是其中一员，他是宁
波镇海骆驼桥人，出身贫寒，14
岁时赴上海谋生，闯出一片事业。
盛丕华像许多“宁波帮”企业家一
样，经商不敢忘忧国。他以振兴中
华为己任，曾经为孙中山募集军
费；抗战时，他捐钱捐物；解放战
争时期，他在上海经营红棉酒家，
组织仁人志士关注中国前途与命
运，黄炎培、陈叔通、包达三等经
常在此聚会。

“参与国家的改革开放，是我

一生中做过的最重要、最有意义的
事。”宁波企业家曹光彪说。

1978 年，改革开放的号角吹
响。是年初夏，被誉为“世界毛纺
大王”的曹光彪到内地考察。他主
动提出个人出资到内地兴建毛纺
厂，采用“三来一补”（来料加
工、来样加工、来件装配、补偿贸
易） 的贸易政策。

1979 年 11 月 7 日，曹光彪投
资设立的香洲毛纺厂在广东珠海建
成，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家由
港商在内地投资的合资企业。香洲
毛纺厂投产后，原定 5 年收回投
资，结果仅用了两年时间。曹光彪
的成功极大地鼓舞了香港工商界，
补偿贸易的做法在东南沿海遍地开
花。“三来一补”的加工业使中国
沿海的经济社会发展积累了宝贵的
原始资金，对改革开放起到了极大
的推动作用。

“宁波帮”身上有一股精神：
励业重义，兴家富国。

一脉相承 源远流长

“做大商、成大人、传大爱，
舍身、舍权、舍名、舍钱，这种精
神并非曾祖父 （包达三） 一个人所
具有，而是那一代‘宁波帮’共有
的特质，也是‘宁波帮’能够代代
传承、生生不息、历经百年而不衰
的原因。”在第四代“宁波帮”包
鸿勋看来，“宁波帮”的生命力正
是如此强大。

从救亡图存，到新中国建立，
再到改革开放，“宁波帮”的精神
也随着时间一代代传承了下来。

“我从旧时代走过来，富国强

民是梦想，总想为国家做点实实在
在 的 事 ， 这 是 很 简 单 的 想 法 。”
2012 年国家最高科技奖获得者宁
波籍科学家郑哲敏说。他的感言代
表了千万“宁波帮”人士的心声。

2015 年 10 月 5 日，瑞典卡罗
琳医学院宣布将诺贝尔生理学或医
学奖授予屠呦呦，这是中国医学界
迄今为止获得的最高奖项。20 世
纪 60 年代，在人类饱受疟疾之害
的情况下，屠呦呦带领团队经过艰
苦的实验，于 1972 年发现了青蒿
素，挽救了许多人的生命。青蒿素
是宁波人献给世界的一份礼物。

“糖丸爷爷”顾方舟也和屠呦
呦一样，用自己的科学成就，保护
人民生命健康。他为新中国消灭了
脊髓灰质炎疫情，拯救了万千家
庭。2000年，“中国消灭脊髓灰质
炎证实报告签字仪式”在北京举
行，已经 74 岁的顾方舟作为代
表，签下了自己的名字，中国自此
成为无脊髓灰质炎国家。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也有“宁波
帮”人士的贡献。中国载人航天工
程飞船系统副总设计师施金苗是
慈溪人。同样从宁波走出去的董
瑶海于 2006 年起先后担任“风云
三号”副总设计师、“风云四号”
气象卫星总设计师。量子科学实验
卫星工程常务副总设计师、卫星
总指挥王建宇也是宁波人。

宁波人既能“上九天揽月”,
也能“下五洋捉鳖”。祖籍宁波鄞

州的徐秉汉在 20 世纪 60 年代参加
中国核潜艇的研发及实验，80 年
代见证了多条潜艇的诞生。2002
年6月,宁波镇海籍科学家徐芑南担
任“蛟龙”号总设计师。

在“宁波帮”博物馆，一枚拓
在展石上的宽大手印是最抢眼的展
品之一。馆长王辉说，这是“红帮
裁缝”传人戴祖贻的手模。一枚手
印，是一种力量，更是一种传承。
持之以恒，坚韧不拔，是很多“宁
波帮”企业家共有的优秀品格。

“宁波帮”身上有一条纽带：
一脉相承，源远流长。

开放包容 创业图强

来到宁波，了解“宁波帮”最
好的方式便是走进“宁波帮”博物
馆，这里是一窥宁波发展的窗口。

最近，这里有一个展览吸引了
众人的目光，这便是《与祖国同行
——“宁波帮”与共和国 70 年特
别展》。来参观展览的，既有年轻
人，也有头发花白的老人。曹先生
已经和老伴来到宁波生活了 20 多
年，谈到这次展览，在他看来，这
是一次对“宁波帮”发展历程及精
神的全面展示，对后代也是一次良
好的教育机会；虽然不是宁波人，
但生活在宁波，就会对“宁波帮”
的历史与事迹耳濡目染。

展览现场，记者见到了宁波轨
道交通与“宁波帮”博物馆联合发

行的 《城市名片·“宁波帮”》 地
铁主题纪念票卡。百年前，是一张

“老宁绍”的船票见证了“宁波
帮”走出国门，行商四海的魄力与
勇气。百年后，这张小小的地铁票
也承载着“宁波帮”那份三江同
源、血脉同根的浓浓乡情和宁波发
展的勃勃生机。

穿梭在宁波老外滩的大街小
巷，仿若置身于一个迷你的小世
界，在这里，可以品尝正宗的西
餐，也能体味到不同国家的风土人
情。站在江边，凭栏远望，“宁波
帮”恰如三江口的江水，从远而
近，从古至今，滔滔不绝。

近代以来，“宁波帮”人士以
民族独立、国家富强和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为己任，不仅谱写了中
国经济史上的百年辉煌，还在科
技、教育、文化界各领风骚，宁波
籍两院院士达116位，宁波籍大学
校长近300位。他们的杰出贡献在
新中国 70 年的光辉史册上留下了
浓墨重彩的一笔。

“知行合一、知难而进、知书
达理、知恩图报”的“宁波帮”精
神已经成为宁波精神的重要组成部
分，成为流淌在宁波人血液中的信
仰。“宁波帮”身上承载着宁波的
未来：开放包容，创业图强。

上图：小学生在“宁波帮”博
物馆参观学习 章勇涛摄

左图：宁波三江口
宁波市委宣传部供图

“宁波帮”与时代同行
本报记者 刘发为

在许多拍客眼中，成都的夜
景比邻居重庆差了一大截。夜幕
中，大山城的建筑、桥梁、街
道、船坞、码头等斑斓梦幻而有
层次，五彩光晕爬过沟沟坎坎漫
漶出江河般的婉转韵致，而“一
马平川”的成都则似乎显得有些
单调了，幸好成都还有一座安顺
廊桥。

前不久我去安顺廊桥拍夜
景，清朗之夜，月华如水，树影
婆娑，一弯虹桥下，阵阵风儿吹
过河面，在夜灯中泛起粼粼波
光。桥的另一边，一帮老戏迷聚
集在树荫下，你拉弦来我敲锣。

安顺廊桥最大的魅力，是可
以从桥上钩沉出鲜活而厚重的历
史波光。廊桥上铭刻一副 《廊桥
赋》，是当代剧作家魏明伦的作
品，“反射阳光者，虹也；反射
人情者，桥也。桥上行人，桥下
倒影。桥梁贯穿历史，人情贯穿
桥梁。”这也是对安顺桥历史余
韵的简练诠释。

成都是个水源丰富的地方。
水滋养了城市，更孕育了成都的
桥文化。

安顺廊桥，位于成都府河与
南河交汇处的合江亭旁，横跨南
河。该桥全长 81米宽 6米，桥面
通道及栏杆均由青石制成，桥栏
杆上雕有梅兰竹菊等图案，桥墩
上配有两尊石制水兽。桥两侧各
有一座仿古牌坊，桥面和牌坊红
墙青瓦，飞檐翘角，曲栏回廊。

巴金先生曾在回忆录里写
道，他幼时出成都去外省求学，
便是在安顺桥上船，顺江而下，

那一道轻轻漾起的泛舟水痕，掀
起了中国现代文学的惊天波涛。

今天，如果沿锦江骑行一
圈，你会在合江亭下、老南门大
桥、百花大桥上游等地，见到20
世纪八九十年代修建的码头，共
12个。当年修建锦江码头，一是
为了在锦江上游设立停靠点，二
是可以改善河岸景观，增加市民
亲水的途径。

有些码头至今还在，但大多
成为清理河道垃圾的小船停靠
点，不复旧日景象。12 个码头
中 ， 安 顺 廊 桥 一 度 “ 臭 名 远
扬”——它曾经是四川最大的尿
粪码头。

20世纪60年代以前，尿粪是

成都周边农民不可或缺的肥料。
当地人刘孝昌回忆说，他还是个
娃娃时，常去安顺廊桥码头玩
儿，那里有个朱姓老板的尿粪生
意做得风生水起。

“运粪的船儿有 10 米长，中
间一段搭个小篷，后端被划成一
格一格的，那是分舱，有五舱、
七舱、九舱。船儿装满尿粪后吃
水很深，有10多吨重，压在水面
上荡出一道道波纹，但我从来没
看到粪船翻倒过。”刘孝昌说，
那时的锦江上，常有一串串轻盈
的白鹭、燕子、麻雀叽叽喳喳从
空中掠过，可爱得很，黄昏时还
有初试翅膀的小蝙蝠更惹人怜
爱。娃娃们都喜欢跑到安顺桥来
赏景，玩高兴了就噗通跳进锦江
里游泳，运气好的还能伸手抓到
一条鱼，捏回家熬汤喝。

如今，安顺廊桥已不仅仅是
一座桥，更是集交通、历史、文
化、商贸于一体的景观，等待你
我来造访。

下图：安顺廊桥

安顺廊桥

钩沉成都历史
李贵平文/图

金 秋 时 节 ， 天 高 云 淡 ， 阳 光 明
媚。一直想到大寨村参观的我，终于
了结了多年的夙愿。

我们从河北内丘县上107国道向山
西昔阳县大寨村进发，车子在大山中
穿行。当视线中出现了“农业学大
寨”五个鲜红大字的时候，我们知
道，大寨到了。大寨旅游中心的导游
焦慧仙声情并茂地给我们讲解了大寨
人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历程。大寨
人从 1965年至今穿越时空 54载，用不
平凡的经历证明，大寨经过改革开放
的洗礼，在前进的道路上又迈出了一
大步。

原来大寨的发展目标是整治七沟
八梁一面坡，向荒山秃岭要粮；现在
是退耕还林，发展旅游业，让青山绿
水变成金山银山。走进大寨，映入眼
帘的是满目的青松翠柏，绿树成荫，
山上山下除了四通八达干净漂亮的柏
油马路，满山遍野都是郁郁葱葱的丛
林树木，风景这般好。

大寨开发旅游业，立足名人、名
地、名牌效应，打造观光农业、观光
林业、观光名人掌故、观光红色历史
等景观景点，其内容波澜壮阔，引人
入胜，令人流连忘返。

在虎头山上，游客参观雄伟的陈
永贵墓，就知道大寨有多么热爱陈永

贵。1963 年，正是国家遭受三年自然
灾害后的困难时期，陈永贵带领大寨
人开山造田收获 20 余万斤粮食交给国
家，以解国家燃眉之急。1964年2月10
日，《人民日报》 发表社论，号召全国
学习大寨的革命精神。从此，大寨这
个名字就走进了中国的千家万户，而
且闻名世界。

20 世纪 90 年代，大寨开始通过个
人集资和对外合作开发旅游业，兴建
了许多旅游设施以及相关的产业链，
为大寨未来的创新发展奠定了坚实的
基础。

从 1998 年开始，大寨先后分四批
建设居民楼，大寨的面貌再次发生了
翻天覆地的变化。村集体是大寨人坚
强的靠山——这里分田到户，由集体

耕种，个人收割；居民除自主择业和
到村办企业以及独资、合资企业工作
外，还可以入股分红；年龄大了，每
月可以享受生活补助；小孩子读书也
有补助或者奖学金。面对大寨人改革
创新带来的各种各样的红利，我们一
边听着，一边感叹不已。

此 次 大 寨 之 行 ， 我 们 用 一 个 小
时，走过了大寨人奋斗了 54 年的光辉
历程。晚上 8 点钟，我们离开山西大
寨，驾车走高速返回河北邢台市，道
路没有坎坷曲折，但时间仍然是三个
小时。一路劳顿，虽然少睡一些觉，
但愿望实现了。我们为能够有这样一
次近距离接触大寨、学习大寨的机
会而感到无比自豪和骄傲。

上图：俯瞰大寨村 来自网络

一小时穿越半个世纪
李德金

永宁阁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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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9 日，2019
中国北京世界园艺
博 览 会 正 式 闭 幕 ：
162 天、110 个国家
和 国 际 组 织 参 展 、
3284 场活动、934 万
中外观众前往参观
…… 这 一 连 串 沉 甸
甸的数字，是北京
世园会一路走来的
印迹，更是为世人
留下的绿色财富。

北 京 世 园 会 的
成功举办，并非朝
夕 之 功 。 2012 年 9
月，北京成功申办
2019 年世界园艺博
览 会 。 春 华 秋 实 ，
历经7年的筹备建设
和运营，北京世园
会从一张设计图纸
变成一座山水意境
的百园之园，成为
迄 今 展 出 规 模 最
大、参展国家最多
的一届世园会。在
所有建设者的努力
下，曾经的妫水河
摆脱了劣 5 类水质，
水里的鱼多了，周
边的鸟多了、树多了、游人也多了。

依托山水林田机理，503公顷的园区里如
雨后春笋般冒出中国馆、国际馆、植物馆、
中华展园、国际展园、本草园、百蔬园、百
果园等许多风格迥然、形态各异的展馆展
园，园内花团锦簇，绿树成荫。这是世园会
为人们留下的显而易见的绿色财富。

北京世园会以“绿色生活，美丽家园”
为主题，让生态文明的理念深入人心，让每
个人用实际行动去践行绿色生活、绿色发展
方式。在北京世园会开幕式上，习近平主席
提出了“同筑生态文明之基，同走绿色发展
之路”的五点追求，向全球发出了共同建设
美丽地球家园、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
绿色宣言。北京世园会园区的“一心、两
轴、三带、四馆、多片区”的特色景致，将
山、水、林、田、湖、花、草自然融合，把
整个园区“装成锦绣，绘成丹青”，生动诠释
了生态文明的理念。

观众绿色出行方式也成为世园会绿色生
活的一道风景，高速专用通道、公交专线开
通了，到世园会的路更便捷了，公共出行比
例占40%以上。

以绿色理念带动产业发展，这是北京世
园会留下的另一笔绿色财富。此次北京世园
会云集了不同地区、不同品种、不同特性的
植物，拓宽了包括花卉产业在内的绿色产业
发展新思路，促进了世界各国各地区园艺组
织和个人交流园艺技术经验和园艺文化，引
领绿色产业发展。会后的世园会园区，更将
成为生态文明教育基地和休闲旅游目的地。

尽 管 北 京 世 园
会 已 经 落 下 帷 幕 ，
但是推进生态文明
建设、共建美丽地
球家园的工作永不
落 幕 。 这 既 是 终
点，又是新的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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