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聚焦宁波非遗“三位一体”保护

水浒名拳始于宋代，盛行于明朝。据说，公

元 1121 年，宋江带领的梁山好汉在浙江战败方

腊期间，梅山沈氏祖先曾随鲁智深、武松习武，

之后举家搬迁，其五世孙沈恭敬在红巾军麾下

领兵反元，屡建战功，后辞官隐退于梅山岛里岙

“耕读尚武”，世代相传。清咸丰年间，浙东沿海

匪盗猖獗，梅山沈氏后人用一身武艺奋起杀敌，

名扬浙东。沈恭敬十一世孙沈天童曾著书《拳

谱》，并在祠堂开设国术武馆，梅山水浒名拳达

到鼎盛期。

梅山水浒名拳集多种武术流派精髓于一身，

由最初的 4 套发展到目前的 12 套，主要套路有宋

江拷、边成、闹天堂、小人十八、洪拳等。基本动作

有 5 种手形：拳、掌、勾、爪、指。步形 9 种，拳法 9

个，掌法 16 种，又有三勾、四爪、五肘法，并配以 11

种步法。此外，梅山水浒名拳还拥有乌枫棍、小丁

枪、棒、耙、镗等 12种器械套路。

如今，梅山民间武术面临失传的境遇。为挖

掘、整理和抢救梅山水浒名拳，2005 年，梅山街道

在梅中村建立“水浒名拳传承基地”。2007 年，梅

山街道被中国民族民间体育开发研究会确立为

“中国民族民间体育开发研究基地”。2009年 6月，

浙江省人民政府将梅山学校确立为浙江省非物质

文化遗产水浒名拳传承基地；同年 6月，梅山学校被

浙江省教育厅命名为“浙江省体育特色学校”。

2014年，梅山水浒名拳成功完成宁波市“三位一体”

示范创建工作。

近年来，水浒名拳传承基地佳绩频传：2007年

8月，传承基地武术学员在浙江省国际传统武术比

赛盛会上，共获得 9 枚金牌、8 枚银牌和 9 枚铜牌。

随后，先后参加宁波市全民运动会武术赛、第七届

浙江国际传统武术赛、甬三角武术赛、北仑区中小

学自编操（武术操）比赛等赛事，获得了 30枚金牌、

44 枚银牌、13 枚铜牌的优异成绩。2013 年，参加

宁波市武术锦标赛暨中国武术段位通段赛，获得

了 12 枚金牌、7枚银牌、4枚铜牌的佳绩。2014 年，

参加“宏杰杯”宁波市首届内家拳展示大赛，6名武

术队员共获得 3 枚金牌、3 枚银牌、3 枚铜牌。期

间，中央电视台教育频道、浙江日报、宁波电视台

等相继进行了报道。

今天的梅山，水浒名拳学子沐浴在朝阳下展

现着飒爽身姿，守望着传统文化，同时也守望着我

们共同的精神家园。

水浒名拳：梅山人的执着守望
甬 文

▲ 梅山水浒名拳参加展演

◀ 精彩的梅山水浒名拳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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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角戏《木又寸》6月上演

给出清单 降低门槛 网络搭台

浙江积极探索购买公共文化服务
本报驻浙江记者 骆 蔓 通讯员 龚 璐 陈海钦

“诗人汪国真追思会”在京举行

日前，浙江省舟山市普陀区东极庙

子湖岛上静谧的夜晚被一场热闹的晚

会打破，当地的文艺下乡巡回演出在岛

上的文化礼堂举行，吸引了众多居民前

去观看。除歌舞等表演外，演出还为老

人准备了耳熟能详的经典越剧：《追鱼》

选段“书馆”、《梁祝》选段“十八相送”。

“扮相好，唱得好听，我们很喜欢！”70

多岁的李阿婆笑逐颜开地说。看完演出

后，和李阿婆一样，许多群众在普陀区送

戏下乡反馈意见表上写下自己的评价。

“去年，我们就开始探索建立政府向

社会力量购买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机制，出

台了《普陀区送戏下乡剧节目采购办法》，

不断推进公共文化服务供给‘社会化’进

程。”普陀区文广新局副局长乐波说。

2014 年，普陀区对 9 项社会力量兴

办文化活动项目补助 88 万元。为了提

高服务实效，还完善了群众评价和反馈

机制，共发放送戏下乡反馈意见表 1000

余张，群众对演出的时间、地点、内容安

排满意度在 98%以上。据统计，普陀区

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公共文化服务已

投入 2000余万元。

近年来，浙江各地纷纷探索送戏下

乡、文化进社区公益演出以及培训、讲

座等公共文化服务项目面向社会公开

采购的做法。

2008 年，由杭州市文广新局主办的

“你点我演”新模式出台。据杭州市文

化馆馆长张莉介绍，每年初，他们会对

送戏下乡的演出单位进行招标，择优选

择专业及民营文艺团体加盟。经过几

年的磨合，在政府采购文化服务下基层

过程中，不断把“点播权”和“选看权”交

给群众。如今，政府提供“菜单”、群众

按口味“点菜”在杭州已成为传统。

桐庐春燕越剧团是杭州群众点单

较多的民间剧团，团长俞敏华对此很自

豪：“繁忙的演出虽然辛苦，但老百姓欢

迎，我们很欣慰。”

自2012年起，温州市也开始了探索性

的尝试。温州市文广新局文化艺术处处

长郑云说，温州民间戏曲市场向来活跃，

民间剧团有 70多家，从业人员达 3500多

人，每年演出2.5万场以上，民间剧团完全

有条件和能力承接政府的戏曲演出项目。

日前，温州市 2015 年度送戏下乡、

文化进社区公益演出等公共文化服务

项目已开始面向社会公开采购，具备提

供文艺演出能力的事业单位、民间剧团

和 社 会 文 艺 团 体 都 可 以 报 名 参 加 投

标。“今年，我们将投入 240 万元经费购

买送戏下乡演出 150 场、文化进社区公

益演出 15场。”郑云说。

对此，温州市民间职业剧团协会会

长胡柳昌认为，通过公开招标让优秀的

民间剧团参与政府主办的送戏下乡活

动，能为民间剧团提供实实在在的演出

机会，能在扶持和培育民间剧团方面起

到积极作用。

如今，温州除了购买公共文化服务

外，也在引导社会力量参与基层公共文

化设施的管理运行。例如，由温州市鹿

城区文广新局牵头，滨江街道办事处与

辖区同心艺术团签订了《委托管理协议

书》，同心艺术团接手滨江街道综合文化

活动中心，正式开启了社会力量参与基

层公共文化设施的管理。

另外，舟山还尝试运用网络创新政

府向社会力量购买公共文化服务方式。

2014 年 4 月 14 日，舟山首创的“淘文化

网”正式上线运行。据舟山市文广新局

文化艺术处处长汤赛虹介绍，淘文化网

是一个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社会化运作

平台，该平台由供方空间、需方空间、监

管平台和交易门户四部分组成。供方负

责提供各类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需方

负责自主选择、消费反馈，政府则负责整

个过程的监管，整个交易过程全部在淘

文化网平台上进行。

截至今年 4 月 13 日，淘文化网共有

注册用户 601 个，社会组织、文艺团队等

提供文化服务的注册单位 76 家，需求单

位注册 205家，参与服务人数 4350人，提

供文艺演出、培训展览、电影放映等项

目 516个，已成功交易 510笔。

浙江大学城市学院副教授阮可认

为，浙江在购买公共文化服务方面是先

行先试，有不少探索和创新。一是给出

“清单”，如宁波市鄞州区，杭州市余杭

区、拱墅区等地较早向社会公布了购买

公共文化服务的指导性目录，在参与设

施建设、购买活动产品等给出“清单”。

二是降低“门槛”，如温州市对于承接主

体，不仅是法人、备案的团体，而且文化

志愿者团队也可以承接购买，这对于培

育非营利性文化组织等市场主体有积

极效用。三是网络“搭 台 ”，如 丽 水 的

“乡村春晚”、舟山的“淘文化”都是运用

“ 淘 宝 ”的 服 务 形 式 让 社 会 购 买 更 便

利。四是跟踪绩效，如台州市三门县对

于购买服务效果差的项目定期“退出”，

保证政府资金投入的精准性。

5 月 27 日，北京市海淀区恩济里

幼儿园开展“画梦想 迎六一”主题

活动。孩子们通过绘画作品和手工

剪纸展现自己心中的梦想，迎接六一

儿童节的到来。图为孩子们展示自己

的作品。

本报记者 卢 旭 摄

本报讯 （记者张晓楠）5 月 23

日，北京市体育馆路街道第六届社

区体育文化节开幕式暨群众文化展

演季启动仪式在红剧场举行。美妙

的歌舞以及民乐合奏、管弦乐合奏、

相声、豫剧等丰富的演出，赢得了观

众的阵阵掌声与喝彩。

本次展演无论是节目的创意

组，还是台上的演员全部来自体育

馆路街道。文化节还将举办家庭

趣味运动会、红色经典电影展等体

育文化活动。

本报讯 （记者王立元）中国

儿童艺术剧院首部原创独角戏《木

又寸》将于 6 月 10 日在中国儿童艺

术剧院假日经典小剧场首演。

《木又寸》由中国 儿 童 艺 术 剧

院 副 院 长 冯 俐 担 任 编 剧 ，曾 导 演

过《小布头奇遇记》、《三个和尚》

的青年导演毛尔南执导。该剧主

要 讲 述 了 一 棵 森 林 里 的 银 杏 树 ，

因 为 美 丽 而 被 移 植 到 城 市 ，在 人

的 世 界 里 经 历 着 树 的 全 新 命 运 。

作为一部从植物视角阐释生命百

态 的 儿 童 剧 ，《木 又 寸》旨 在 用 全

新的艺术形式同观众分享爱与成

长的经验。

北京体育馆路街道举办体育文化节

（上接第一版）

为此，中国始终把经济建设作

为中心任务，并在经济发展的基础

上推进社会全面进步。我们继续

坚持以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

为中心，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注重

环境保护，实现绿色发展。我们要

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鼓励大众

创业、万众创新，努力推动经济在

中高速增长中迈向中高端水平；我

们将坚持改革开放不动摇，全面深

化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各领域

改 革 ，进 一 步 激 发 全 社 会 创 造 活

力，释放市场潜能和发展动力，发

展开放型经济，加强文化传承创新

和社会文明建设；我们将高度重视

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教育、卫生

等领域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建立

更 加 公 平 、可 持 续 的 社 会 保 障 制

度，让发展成果惠及人人；我们将

更加注重法治建设，完善国家法治

体系，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使中国

社会在深刻变革中既生机勃勃又

井然有序。随着改革全面深化，中

国发展的脚步不仅不会停止，反而

会走得更稳更坚实。

我们将毫不动摇地走和平发

展道路，坚持“亲、诚、惠、容”的周

边外交政策，扩大同各国的利益汇

合点。促合作、谋共赢，中国是这

么想的，也是这么做的。中国提出

的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 21 世纪

海上丝绸之路合作倡议，得到了 60

多个沿线国家和国际组织的积极

响应，“一带一路”不是中国一家的

独奏，而是沿线国家的交响乐。此

外，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筹建工

作也迈出实质性步伐，将使众多国

家受益受惠。

我们高兴地看到，孟加拉国经

济连续多年保持 6%的快速增长，经

济社会发展取得可喜成绩。孟加

拉国人民正在为到 2021 年跨入中

等收入国家行列、到 2041 年成为发

达国家而奋斗。中孟合作互补性

强、潜力大。中方重视与孟加拉国

及南亚各国的合作，愿加强双方高

层交往，深化各领域互利合作，以

建交 40 周年为契机，建设更加紧密

的全面合作伙伴关系。孟方积极

支持“一带一路”建设，并就建设孟

中印缅经济走廊提出了很好的建

议 。 我 们 愿 与 孟 方 一 道 ，坚 持 共

商、共建、共享的原则，推动建立以

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

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

老师们、同学们，朋友们！

当今时代，世界多极化、经济

全球化深入发展，文化多样化、社

会信息化持续推进，各国越来越成

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

体。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

型 国 际 关 系 ，越 来 越 成 为 人 心 所

向、大势所趋。国之交在民相亲，

民相亲在心相通。中孟两国都是

人口大国和发展中大国，都肩负着

国家富强的历史重任，致力于民族

振兴的伟大梦想，追求着人民幸福

的美好愿景。中国梦与金色孟加

拉的梦想相通相融、交相辉映，将

成为两国人文交流最广阔、最壮美

的前景。

——我们应以历史为源，让中

孟友好的光荣传统发扬光大。事

实证明，无论国际风云变幻，中孟

两 国 之 间 只 有 友 谊 、信 任 、合 作 。

我们应珍视、巩固两国人民传统友

谊，发扬“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

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绸之路精

神 ，在 实 现 梦 想 的 道 路 上 相 互 扶

持 ，在 改 革 发 展 的 进 程 中 相 互 借

鉴。中华民族和孟加拉民族都创

造 了 悠 久 灿 烂 的 文 明 ，双 方 应 发

掘好、保护好、利用好历史文化宝

藏 ，重 视 人 才 联 合 培 养 和 语 言 教

学研究，开展文学经典互译，加强

高 校 与 智 库 合 作 交 流 ，促 进 两 大

古老文明在互学互鉴中焕发新的

活力。

——我们应以合作为基，促进

两国人文交流不断深化。合作才

能共赢。两国应从战略和长远角

度，扩大人文交流覆盖面，创新务

实 合 作 机 制 ，推 动 教 育 、文 化 、科

技、卫生、媒体、体育、旅游、地方等

领域合作向纵深拓展，为双方人员

往来提供更多便利。中方愿继续

向孟加拉国提供来华培训机会和

政府奖学金名额，扩大中孟两国青

年交往的规模和范围。当前，双方

尤其要抓住“一带一路”和孟中印

缅走廊建设机遇，在你来我往中寻

找发展战略的契合点，在互利共赢

中开辟务实合作的新空间，做大共

同利益的蛋糕。

——我们应以人民为本，推动

中孟友好薪火相传。人民的相知

相亲是两国友好的源头活水。现

在，中孟两国人民的“共同语言”越

来越多，携手前行的“共同心愿”日

益强烈。双方应把人文交流延伸

到 广 袤 乡 村 和 城 镇 社 区 ，拓 展 学

校、企业、社团参与的更大空间，让

两国民众共创共享人文交流的成

果，成为中孟友好的支持者、建设

者和受益者。

教育是人文交流中最重要、最

活跃的领域之一。中国愿同孟加

拉国开展多层次、宽领域的教育合

作。在此，我宣布三个好消息：一

是未来三年，向孟加拉国增加提供

100 个中国政府奖学金名额；二是

代表中国政府，向达卡大学中国研

究中心赠送价值 100 万元人民币的

教 学 设 备 ；三 是 代 表 孔 子 学 院 总

部，邀请 100 名孟加拉国大学生来

华参加今年暑期的“汉语桥”夏令

营，你们将亲身感受到中国文化的

魅力和中国人民的友好情谊。

老师们、同学们，朋友们！

中孟友好的根基在民众，希望

在青年。最后，我想用一个孟加拉

国在华留学生的故事结束今天的

演 讲 。 2002 年 ，孟 加 拉 国 青 年 加

力 布 到 中 国 武 汉 理 工 大 学 留 学 。

他 在 勤 奋 学 习 的 同 时 ，志 愿 到 武

汉 协 和 医 院 当 义 工 ，悉 心 照 顾 身

患 白 血 病 的 儿 童 ，还 用 自 己 不 多

的 生 活 费 和 奖 学 金 资 助 他 们 ，成

为孩子们的“知心哥哥”。他还在

中 国 除 夕 之 夜 ，跳 入 刺 骨 的 湖 水

救起一位落水的女学生。加力布

的感人故事深深打动了中国民众

的心，他被武汉市授予青年的最高

荣誉“五四奖章”，并被评为“湖北

省十大杰出志愿者”，成为无数青

年的榜样。正是有了像加力布这

样的友好使者，两国人民的心才贴

得更近，中孟友谊才会像《金色的

孟加拉》中所唱的：“清香扑鼻，使

我心醉，使我神迷。”

陀诺巴德！

本报讯 （记者高昌）5月 27日，“青

春犹在——诗人汪国真追思会”在北京

中国艺术研究院举行。中国艺术研究

院院长王文章以及吕品田、贾磊磊、张

宝瑞、朱乐耕、王勇、司马南和汪国真胞

妹汪玉华等先后发言，共同追述与缅怀

了诗人的艺术历程，深入阐发了诗人的

艺术成就，回忆了与诗人的相知往事，

表达了他们的怀念之情。

王文章说，作为同事，我们非常思

念他；作为诗人，我们从心里非常钦敬

他。汪国真英年早逝，大家是非常痛惜

的。他的创作有自己的独特性。任何具

有独特性的文学艺术创作，在某一段时期

都有可能不被人们广泛认知。但汪国真

的诗在今天仍然被很多人记在心里，大众

性的肯定已充分说明他是中国当代著名

诗人，特别是他的诗曾经与那么多年轻

人心灵相通，启发他们深入思考，激发

他们在改革开放时代奋勇向前。随着

时间的推移，汪国真众多诗篇中的一些

精品流传下来，特别是一些经典的诗句

被人们广泛传诵，汪国真的价值也将被

时间证明。中国艺术研究院为有汪国真

这样的同事、诗人而深感骄傲。

与会者表示：“汪国真虽然离开了我

们，但是他锲而不舍、执着向上的人格魅

力，他对生命的热爱、对青春和美好情感

的颂扬，他的诗歌带给我们的温暖、感动

和激励将永远铭刻在我们的记忆里。”

深化人文交流
锻造金色友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