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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堵墙 见证城市的变迁

位于海曙区繁忙的望京路与中山西路交叉口，

矗立着一座去年五月刚刚正式开馆的望京门城墙遗

址博物馆。这里，曾是古明州罗城西城门的庄严所

在地，历史的沉淀与现代的活力在此交织。

古时，望京门不仅设有连通城内月湖与城外西

塘河的水关，更是官员往来、学子赴京的必经之门，

因此得名朝京门、迎恩门，承载着厚重的历史底蕴。

时光流转至 2016 年，考古发现明州罗城城墙

（望京门段）遗址后，曾经巍峨庄严的城墙局部基址

得以重现。而今，作为海曙都市文博区的新晋文化

地标，望京门城墙遗址博物馆占地 2165 平方米，以

其独特的建筑风格和历史文化内涵，吸引着无数游

客的目光。

博物馆依照明州罗城（望京门段）遗址的走向和

范围，大跨径建造在遗址上方。这不仅是对遗址的

最佳保护，更是一座展示宁波千年建城史的生动课

堂。馆内最引人注目的莫过于那段被特质玻璃罩精

心保护的古城墙实物遗址。这段长18米、宽16.5米

的城墙遗址，面积近300平方米，层次分明地展示了

生土层、六朝底层、唐末瓦砾层以及南宋城墙外侧护

坡等历史遗迹。

在保护这段千年城墙遗址的过程中，博物馆运

用了现代科技手段来展示。海曙区文化和广电旅游

体育局副局长俞岚介绍道：“我们采用了‘小环境控

制方案’，在城墙遗址上方搭建双层电加热玻璃罩，

并配备气相补水系统、温湿度监测等设施。这些创

新举措不仅确保了遗址的长久保存，还能让公众近

距离欣赏到遗址的真实面貌，这在国内尚属首例。”

自开馆以来，望京门城墙遗址博物馆通过举办

一系列丰富多彩的主题活动，如“望京·博物”文创市

集、发布首款 NFT 数字藏品“罗城守望”、“你好明

州”研学课堂、“守护明州西”剧本杀等，让古城墙以

全新的方式“活”了起来。截至目前，已有超过 8 万

人次的游客前来参观打卡，亲身体验这座博物馆所

蕴含的深厚历史与文化魅力。

六塘河 孕育城市的发展

漫步于西塘河公园的宁波塘河文化陈列馆，耳

畔回响起旧时塘河沿岸的吆喝声：“大饼油条、生铁

补锅、看相算命”⋯⋯熟悉的宁波方言，犹如时光机，

将我们带回那个喧嚣而生动的年代。

“这就是我记忆中的儿时味道。”一位在场的中

年叔叔感慨道。

宁波，这座拥有“三江六塘河，一湖居其中”独特

城市格局的古城，其塘河文化源远流长。塘河，作为

宁波先民智慧的结晶，曾为御卤蓄淡、引灌给养、通

航运输发挥了重要作用。历经两宋时期的开凿疏

浚，六塘河逐渐形成了以西乡三河和东乡三河为代

表的规模。

这些四通八达的塘河水系，不仅与大运河、“海

上丝绸之路”共同构建了中外经济文化交流的桥梁，

更成为宁波作为河海双港之城的重要标识。昔日的

塘河，既是生活水源，又是交通要道，沿岸的市集更

是繁华热闹，吸引了无数商贩和乡民前来赶集。

桥梁作为塘河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造型各异、

选址考究。它们如同旧时往来的要冲，沟通着水陆

交通网络。而今，这些桥梁已成为历史的见证，诉说

着过去的辉煌。

为了让观众更加深入地体验塘河文化，陈列馆

巧妙地运用了现代装置艺术。在第二展厅中央，一

组大型 3D 打印的塘河沿岸景观装置引人注目。桥

亭、廊桥、船只、房屋等元素上下对称，宛如水中的倒

影，让人仿佛置身于舟行水上的幻境之中。

此外，“塘河有市”主题市集更是为市民游客带

来了一场视觉与味觉的盛宴。泥金彩漆非遗手作、

诗路茶亭主题茶会、地道美食、精品文创等琳琅满目

的展品让人流连忘返。这里不仅重现了昔日塘河两

岸的市井生活，更让人们在品味中感受到了塘河文

化的深厚底蕴。

俞岚表示：“直到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塘河仍是

城市的交通要道和文化中心。未来，我们将致力于

打造更多的特色活动，让更多人领略到悠久、温暖、

璀璨的塘河文化魅力。”

海定波宁，沧海为曙。

回溯至唐长庆元年（821 年），明州州治迁至三

江口，子城的修建不仅奠定了宁波建城的基石，更开

启了她千余年的辉煌历程。

如今，作为宁波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的璀璨核心，

海曙区以其深厚的历史底蕴和丰富的文化遗存，被

冠以“没有城墙的博物馆”。

在这里，一段古城墙、古老的六塘河，都仿佛是

历史的讲述者，它们以无声的方式诉说着这座城市

的千年沧桑和生命印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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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4月8日，由浙江省委宣传部、浙江省农

业农村厅指导，中国电信浙江公司、浙江广电集团主

办的“数字乡村 幸福引领”大型融媒宣传年收官活

动暨2023年度浙江数字乡村“十大先锋人物”“十佳

县”“百优村”揭晓仪式在杭举行。本次活动旨在充

分展示浙江数字乡村建设成果，宣传优秀人物和县

村典型案例，持续擦亮浙江数字乡村建设“金名片”。

浙江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刘忻出席。省委农办

主任，省农业农村厅党组书记、厅长王通林，省委宣

传部副部长、省政府新闻办主任虞汉胤，中国电信浙

江公司党委书记、总经理张涛，中国电信浙江公司资

深副总裁金晶，浙江广电集团党委副书记、总编辑赵

磊，省农业农村厅党组成员、省畜牧农机发展中心主

任骆健民等参加活动。

仪式上发布了2023年度浙江数字乡村“十大先

锋人物”、浙江数字乡村省级试点十佳县（市、区）、数

字乡村建设百优村，活动现场发布了浙江数字“三

农”代言人——“浙农娃”的全新 3D 版形象，满满的

“数字味”展现出浙江打造乡村数字经济创新提质高

地的蓬勃力量，也体现了中国电信浙江公司强大的

技术支撑实力。2023 年度浙江数字乡村建设百名

百优村和乡村数字化人才代表作了展示。

“数字乡村 幸福引领”活动开展一年来，中国电

信浙江公司联合浙江广电集团，汇聚媒体、专家学

者、社会企业等多方资源举办了一系列融媒系列访

谈和媒体联合采风行动，讲述在数字乡村建设、乡村

振兴中的浙江故事，分享浙江经验，开展全媒体矩阵

宣传。同时，活动充分发挥主流媒体号召力，高站位

谋划、一体化推进、多渠道链接，联合全省11个地市

30个典型乡镇村区县代表，合作签署“十亿助力 万

村共建”公益项目合约，共建数字乡村共享云 3.0 平

台，全省数字乡村累计签约村已达 10605 个，其中

8054个村已开通数字乡村云平台，打通了乡村数字

化建设和治理的“最后一公里”，打通了数字乡村公

共服务和基层治理的“最后一公里”。

中国电信浙江公司党委书记、总经理张涛表示，浙江

电信将进一步加大力度，持续推动数字乡村发展建设：

一是夯实数字农业基础底座。持续深入实施云

改数转战略，加快推进重点乡镇 2000M 光网和

5G-A 移动网建设，积极融入国家长三角算力枢纽

节点建设，部署多元泛在、智能敏捷、安全可靠、绿色

低碳的算力基础设施，形成云智、训推一体的新型算

力底座，为我省数字农业发展提供坚强的云网和算

力支撑保障。

二是加快推进产业数字化。持续推动数字技术

与乡村经济的深度融合，推动规模化生产经营主体

普遍开展数字化改造，加快数字化新产业新业态发

展，形成“乡村大脑+产业地图+数字农业工厂（基

地）”发展格局。

三是助力数智生活提质扩面。全力支持全省乡

村数智生活馆建设，探索各类特色主题馆推广运营

模式，推动乡村产品进城、城市服务下乡；落地一批

医疗、教育等数字服务场景，推进数智生活提质扩

面，助力城乡公共服务共享与城乡要素互通。

通讯员 冯洁 金晓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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