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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进一步拓宽政协提案信息来源渠道，现向社会各界公开征集

区政协七届四次会议提案线索，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征集内容
关于推进定海区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建设等方面

的提案线索及人民群众普遍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

二、征集要求
提供线索要真实可行，尤其是反映问题应实事求是，每一条线

索应有一个标题、必要情况说明和简要建议内容（不超过600字）。

以个人名义提供线索的提倡署真实姓名、通讯地址和联系电话，便

于联系。信访、举报、司法诉讼和行政复议事项不属于提案线索征

集范围。

三、线索处置
征集到的提案线索一经采纳，将编入《政协舟山市定海区七届

四次会议提案选题参考目录》供定海区政协委员调研和撰写提案时

参考。提案线索转化为提案的，区政协将有选择地邀请提案线索提

供者参与相关提案协商办理和督办等活动。

四、征集时间
2024年10月16日至11月6日

五、提交方式
通讯地址：定海区昌国路61号定海区政协提案委

电子邮箱：dhqzxtaw@163.com

政协定海区委员会
2024年10月16日

关于征集政协提案线索的公告

浙东礼学馆开馆

本报讯（记者 高佳敏 刘攀
攀 陈炳群 通讯员 林晔凡 文/

摄）礼学世家、三代经师、“实事求

是，莫作调人”……10月 14日，经

过近一年的改造扩建，位于双桥

街道的浙东礼学馆正式开馆。记

者走进“全国礼学第一村”，聆听

这个海岛儒学家族震古铄今的学

术之音。

当天9时左右，伴随着浙东礼

学馆内传来的朗朗书声，开馆揭

牌仪式拉开帷幕。石子路、白墙

灰瓦、布旗……一股传统江南书

院风映入眼帘。古色古香的庭院

景观引人入胜，穿过文化景观廊

道，在品茗听琴中走进黄式三、黄

以周纪念馆（展陈馆），室内采用

轴对称方式空间布局，彰显端庄

大气。

从紫微历史到家族渊源，从家

训、家风故事到归厚堂，从学术思

想到巨大成就，从南方之学、得其

菁华到著名弟子介绍、学术传承谱

系，从当代两黄研究成果到定海弘

扬两黄文化……在“礼学第一村”

“家族之风正”“浙东二通儒”“千

徒出黄门”“定海文脉长”五个展

厅，展出了综合图文、实物、著作书

籍、黄氏墨宝真迹等，让更多人近

距离了解两黄文化，感受浙东礼学

的源远流长和古村落深厚的文化

底蕴。其中，黄式三代表作《论语

后案》及黄以周代表作《礼书通故》

原刻板等在馆内首次展出，成为浙

东礼学馆展陈中的“重量级”展品。▲

下转第2版

“我在海边读书”活动走进长白岛
本报讯（记者 胡思佳 张艇

通讯员 刘剑修 李芬 文/摄）10月

13 日，“青波石浪 寻迹后岸——

我在海边读书·第Ⅸ期”活动走进

长白岛。30 余名热爱文化、崇尚

自然的读者在隐世桃源的后岸余

家古村落，探寻定海地名背后的

历史故事，品味《地载海山 名志

千岛》中的地名文化，深切感受舟

山独特的地理风貌与深厚的历史

文化底蕴。

“今年国庆节期间，定海古城

文房四宝园开放，东城门正面和背

面挂了两块匾额，分别是‘定海山’

以及‘昌壮国势’。‘昌壮国势’之

所以与定海紧密相关，因为‘昌国’

曾是定海的旧称……”

在现场，浙江省舟山市地名服

务中心编审、全国优秀社会科学普

及专家王建富以全新开放的文房

四宝园为切入点，结合《地载海山

名志千岛》背后的故事与舟山群岛

的地名文化，带领读者们深入了解

舟山地名的来历、含义、历史演变

过程以及地理、人文概貌等。从古

老的渔村到繁华的港口，从悠久的

历史传说到现代的城市发展，让大

家对舟山群岛的地名文化有了更

加全面而深刻的认识。

《地载海山名志千岛——海岛

鲜为人知的那些事儿》是此次活动

的分享书籍，由专业从事地名工作

数十年的资深专家王建富编写完

成，是 2017 年浙江省优秀社会科

学普及项目“王教授的课——海岛

地名文化”的成果集成，该书不仅

汇编了47篇舟山地名文化解读文

章，还以图文并茂的形式，详细介

绍了 100 余个舟山群岛地名的相

关知识。此外，当天王建富还现场

分享了从事地名工作多年的心得

体会，并逐一解答读者对于定海本

地地名的疑问。

“我是土生土长的舟山人，在

这么美丽的长白岛参加这次活动，

了解家乡的地名文化，是一次非常

好的机会。”当天，市民王红艳特地

带着读小学的女儿一起前来参加

这次活动。她告诉记者，自己的爷

爷是从宁波镇海迁到衢山定居，通

过这次活动，不仅让她和孩子了解

了宁波与舟山在地名上的渊源，也

感受到舟山地名背后的深厚文化

底蕴，更加热爱这片充满魅力的土

地。

据悉，“青波石浪 寻迹后岸

——我在海边读书·第Ⅸ期”活动由

市委宣传部、市文化和广电旅游体

育局、区委宣传部主办，市图书馆、

小沙街道承办。当天，不少读者还

前往东海百里文廊小沙段长白岛青

石浪进行实地走读，亲身体验舟山

独特的自然景观与人文风情，加深

对舟山群岛地名文化的理解。

让舟山空竹文化焕发新生
——“莫道桑榆晚”系列报道之二

□记者 王晗璐 张旭东

江礼军是一位对空竹艺术满怀

深情与执着追求的六旬老人，自

2008年踏上学习空竹文化之路，他

不仅将技艺锤炼得炉火纯青，更以

满腔热忱投身于空竹文化的传承与

弘扬。这十六年间，他借助空竹这

一媒介，搭建了传承与交流的桥梁，

也让舟山空竹文化焕发了新生。

“手叉腰，腿蹬直，对。”见到江

礼军时，他正在岑港中心小学操场

上为孩子们上课，激情高昂的教学

声一下子拉动了孩子们学习的热

情。他耐心地手把手教孩子，从入

门到抛空竹、“腿串”等技巧，都一一

讲解并指导，孩子们在他的悉心教

导下，逐渐掌握了抖空竹的基本技

巧，也能够跟随节拍完成简单的表

演。“每周的这节空竹兴趣课是我最

期待的，江老师的教学很仔细，我的

空竹水平也越来越好了。”不少孩子

纷纷向记者表达了对空竹的热爱。

课堂上，江礼军不仅传授动作

技巧，还向孩子们讲解非物质文化

遗产的内涵，培养他们传承和保护

优秀传统文化的理念。如今，他已

走进舟山10余所学校开设空竹课

程，深受学生喜爱。“对孩子们来

说，练习空竹是强身健体的一项运

动。”江礼军表示，他在教学过程中

会进行动作分解教学，确保每个孩

子都能学会。在他的带领下，不少

孩子已经能够表演一场完整的空

竹演出，并多次参加表演活动。

2013年，江礼军创立了舟山江

南空竹协会并担任会长，至今已吸

引10余位志同道合的成员加入。这

些年来，只要有空余时间，江礼军就

会与同样热爱空竹的成员一起精进

技巧。城市中的各个公园、广场，无

论大小，都成了他们的“练习基地”，

彼此间互相学习，共同进步。

“我认识江老师四五年了，最

一开始我也是跟着他学习空竹，他

认真地教我，指导我。”作为舟山江

南空竹协会成员的江礼福现年已

经 76岁，但身上依然有着蓬勃的

朝气，他告诉记者，练习空竹后，他

的肩周炎得到了改善，心态也变得

更加积极。如今，在江礼军的带领

下，成员们纷纷走进舟山多所校

园，教学和传承空竹文化。

回望走过的十余年的“空竹”

路，江礼军也感慨万千。与空竹最

初结缘是由于他受到颈椎病等疾病

的困扰，医生建议他通过抖空竹等

活动来缓解病痛，于是他跑到公园

向“竹友”请教基础动作，上网观看

视频自学。“我刚开始尝试抖空竹，

发现要玩得好并不容易，需要身体

各个部位和空竹协调配合。”江礼军

说，初练抖空竹，操作失败是家常便

饭，他就在失败中吸取经验教训，技

术从易到难，动作从简到繁，克服了

一个又一个难关，并通过努力考取

了国家一级社会体育指导员。

10余年来，江礼军一步一个脚

印，累计教育培训和表演达200余

场，展览达 30余次，受邀下社区、

敬老院等进行义演 200 余场次。

个人和团队多次参加省内外及国

外空竹比赛，荣获各类奖项无数。

他最大的梦想就是在舟山发扬传

承空竹文化，让这里的每一个角落

都能开出空竹文化之花。

“2024年浙川东西部消费协作——
宣汉县农特产品推介”活动在定海启幕

本报讯（记者 倪妮 张旭东
通讯员 张喆琼）山海相连，情更

浓。“2024年浙川东西部消费协作

——宣汉县农特产品推介”活动

日前在定海启幕，通过现场展示

展销，宣传推介四川省达州市宣

汉县的优质农特产品，增进交流

合作，推动两地消费协作。

在百悦生活广场一楼的产品

展示区，腊肉、木耳、牛肉干、大

米、茶叶、食用油、土鸡蛋等来自

宣汉当地的特色农特产品被摆在

显眼位置，吸引着来往市民驻足

采购。“家里正好需要买些农特产

品，现场看品种挺丰富，尝尝宣汉

当地的味道。”在活动现场，市民

厉女士购买了木耳、大米、牛肉干

等农特产品，并为展销活动点了

个赞。

“宣汉牛肉干采用当地的草

饲蜀宣花牛，现杀现做而成，充分

保留了牛肉的鲜味，同时口感非

常紧实，嚼劲十足，回味悠长。”宣

汉县佳禾食品有限公司负责人向

玉霞热情地向过往的市民介绍当

地农特产品。向玉霞的企业已是

连续第二年参与推介活动，她每

年都会挑选宣汉最具代表性和原

生态的绿色农特产品，希望借助

活动拓展销路，让宣汉的农特产

品走出大山。“多亏这些年定海的

帮扶，让我们这些当地企业的产

品能够在定海有不错的销量，我

也希望借助这次活动能够到处走

走，进一步了解定海的文化和风

土人情。”向玉霞说。

“这已经是定海区商务局和

宣汉县商务局连续第三年开展农

特产品推介活动，我们今年组织

了18家当地农特产品企业参加，

展销推介的农特产品达近百种。”

据宣汉县商务局副局长黄韦为介

绍，本次以“山海达舟·宣品天下”

为主题的推介活动截至 10 月 18

日，除举办特色产品展示推介外，

还将举行产销对接签约仪式，重

点强化产销衔接机制。

2018 年起，定海区与宣汉县

结对，开启了山海协作之路，从此

两地结下了深厚的情谊。近年

来，两地聚焦助农增收，通过大力

实施“宣菜入舟”工程，与宣汉当

地农户、企业建立订单收购合作

机制，采购宣汉蔬菜和黄牛肉，并

大力实施线上线下销售模式，设

立专营店、特色馆，与各大电商建

立合作关系等，进一步带动宣汉

农户增收。

“青声说理”传递青年之声
本报讯（记者 王晗璐 张旭

东 通讯员 柯雨昕）10月 11日至

12日，定海区“青声说理”青年宣讲

团组织开展“青春为中国式现代化

挺膺担当”巡回宣讲活动，以“宣讲

大巴”为载体，将宣讲课堂搬到产

业园区、山岙庭院、田间地头等生

产生活一线，为东海百里文廊沿线

党员群众、两新工作者、产业人才

送去了“理论大餐”。在两天的活

动中，9名青年宣讲员围绕学习贯

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以

“青”言“青”语阐释党的创新理论、

讲好定海故事，推动云顶仙乡、五

山水利、海岛共富“声”入人心。

在马岙街道云顶仙乡止善

亭、盐仓街道黄泥岙村等地，青年

宣讲员和广大群众一起回顾这几

年和美乡村建设的大变化和自身

生活的大提升，村民纷纷表示，

“路通了、景美了、客来了、店有

了，我们幸福指数越来越高！”在

昌国街道小哥驿站、城东街道麦

乐社工服务中心等地，青年宣讲

员围绕“乡村振兴”“时代使命”

“青年担当”等主题，分享了自己

的故事、职业经历和心得体会，向

广大听众传递积极向上、奋发有

为的青春正能量。

“希望通过巡回宣讲，我们能

将各镇（街道）好的想法、做法，借

着青年宣讲员们的声音传递出

去。”团区委副书记柯雨昕说，此

次活动不仅为青年宣讲员提供了

一个展示自我、传递青春正能量

的平台，更成为了他们聆听定海

各地声音、了解基层需求的重要

契机。

接下来，定海区“青声说理”

青年宣讲团将继续发挥自身优

势，创新宣讲形式和内容，吸引更

多青年参与，同时加强与各镇（街

道）的沟通和联系，及时了解和反

馈基层需求，为推动定海经济社

会高质量发展积极贡献青年智慧

和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