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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种子播撒山海
暮色中的金塘山潭村，文化礼

堂内歌声悠扬。十余名村民正调

整呼吸，手握曲谱，在钢琴伴奏下

练习发声。省级文化特派员于志

新穿梭其间，时而轻声指导，时而

示范音准。这堂声乐课，正是山潭

村“海岛艺学堂”的日常剪影。

自去年5月派驻金塘镇山潭

村以来，于志新用脚步丈量这座

海岛的文艺土壤。调研中，他注

意到金塘镇13个村的“村晚”虽

热闹，却缺乏系统性文化供给。

“村民爱唱爱跳，但缺专业指导；

孩子暑假无处可去，各村的文化

资源就像散落的珍珠。”如何激

活海岛的文化基因？于志新将

答案落在“海岛艺学堂”——一

个集培训、展演、研学于一体的

乡村美育平台。

从声乐、舞蹈到书法、空竹，

十门公益课程陆续开课，150 余

名村民成为“海岛艺学堂”首批

学员。62岁的村民李阿婆每周

雷打不动参加声乐班，“年轻时

就爱唱歌，现在跟着于老师学发

声技巧，还能登台表演！”而少儿

越剧班的孩子们，已能唱出《梁

祝》选段，稚嫩的唱腔里透着对

传统文化的薪火传承。

“海岛艺学堂”的快速成长，

得益于定海对文化特派员制度

的系统支撑。自 2024 年启动该

制度以来，全区已实现11个镇街

文化特派员结对全覆盖，通过

“重点扶持”“抱团发展”“共商共

建”等形式，进一步促进优质文

化资源直达基层。

在山潭村之外，更多文化特派

员正将艺术的种子撒向定海乡野。

双桥街道的“浙东礼学馆”内，区级

文化特派员程继红带领团队复原

传统礼仪，让“海上有礼”品牌重焕

生机；小沙街道的庙桥村村志编纂

现场，市级特派员孙和军穿梭于古

宅旧巷，为“人文小沙”文旅路线夯

实地基；盐仓街道的“油画公益班”

上，村民在文化特派员余江浩指导

下，将渔港夕照绘成永恒……

从修复古厝到活化街巷，从

礼学传承到艺术播种，定海区以

文化为钥，解锁了乡村振兴的共

富密码。数据显示，2024年全区

文旅产业带动就业超万人，农村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同比增长

明显。正如双桥中心小学学生

在研学日志中所写，“当四百年

前的家训化作书签，当三毛的乡

愁酿成美酒，我们终于明白——

文化的根，就是乡村振兴的魂。”

如今，定海正以更开放的姿

态拥抱世界，让千年文脉在山海

间生生不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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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机课”进社区
助老人跨越数字鸿沟

□记 者 陈 超 周楷杰
通讯员 张宇婷

近日，家住盐仓街道惠舟社区

的市民袁女士由于不太熟悉智能

手机操作，在日常出行、就医等方

面遇到了不少难题。“公交乘车码

不会用，医院挂号也搞不明白。”袁

女士向记者展示着她的智能手机，

“孩子们工作忙，自己也很想学习

一下，我们也要活到老、学到老。”

了解情况后，记者迅速与袁女

士所在盐仓街道惠舟社区工作人员

取得联系并深入沟通，决定共同开

展一场“银龄数字课堂”活动，助力

老年人享受智慧生活带来的便利。

为确保活动取得实效，记者第

一时间联系了舟山市慈善救援

队。该队在平日里不仅积极投身

于救援行动，还热心公益事业 。

经过充分沟通，他们欣然应允参与

本次活动。“我们非常重视这次公

益活动。”舟山市慈善救援队三中

队队长汤林宁说，“我们会根据现

场老人的数量，调配足够数量的志

愿者，采取‘一对一’结对帮扶的教

学模式，确保每位老人都能得到个

性化指导，学有所获。”

活动当日，记者也以志愿者的

身份走进“银龄数字课堂”，围绕日

常社交、拍照摄影、交通出行等老年

人高频需求场景展开教学，并在授

课环节结束后，和舟山市慈善救援

队的志愿者们一起走到每位老人身

边，根据他们手机的实际情况，提供

精准化、个性化的服务指导。“这次

活动挺好的，我们不懂可以问一下，

咨询一下。”“以前拍完照片不知道

从哪里进去看，现在都知道了，都学

会了。”“我很喜欢唱歌，现在自己可

以唱歌的地方也给我弄好了，太好

了”……现场的老人们赞不绝口。

除了本次栏目组织的公益培

训外，舟山市老年大学也为银龄群

体提供了系统化、专业化的学习平

台。“我们面向全市退休人员开放

招生，所有课程信息都会通过‘舟

山老年大学’微信公众号及时发

布，我们也通过这个平台孕育了很

多志愿团队，他们都会定期开展一

些志愿服务活动。”该校工作人员

杜丹丽说。

值得一提的是，这些课程不仅

帮助老年人跨越数字鸿沟，更成为

他们服务社会的起点。“很多学员在

掌握技能后，主动加入志愿服务队

伍，定期为社区居民提供帮助，真正

实现了‘老有所学、老有所为’的良

性循环。”杜丹丽告诉记者，这种“学

习—实践—反哺”的创新模式，让老

年教育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

分类再生 绿动未来
本报讯（记者 乐珂琰 通讯

员 苗颖 文/摄）5 月 24 日上午，

“分类再生 绿动未来”定海区城市

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暨舟山市第

六届再生资源回收站日活动在定

海文化广场开启。活动通过趣味

互动、知识普及、实践比拼等形式，

吸引近千名市民参与，掀起“垃圾

分类 人人动手”的热潮。

活动现场，三大主题展区串联

起分类知识的“立体课堂”。入口

处，两堵创意门墙格外醒目：左侧

“垃圾分类打卡墙”前，市民纷纷拍

照记录绿色承诺；右侧“职能部门

宣传墙”则通过图文并茂的展板，

系统展示定海近年来垃圾分类的

成效与举措，步入主广场，分类活

动展示区、职能部门宣传区、志愿

公益服务区三大板块联动发力。

在职能部门宣传区，区质监

局、生态环保局等十余个部门联合

设摊，围绕垃圾分类政策、低碳生

活技巧等内容发放手册，并赠送环

保袋、分类钥匙扣等实用礼品。“废

旧电池应该投到哪个箱体？”“过期

药品如何处理？”面对市民提问，工

作人员一一耐心解答。

最激烈的环节当属分类质量

提升小区对抗赛。沁润公寓、檀

树北区、海山花园、兰园 4个社区

代表同台竞技，以“分类箱体投放

准确率”一决高下。“比赛让我们

更清楚易错分类项，回去要带动

邻居一起精准投放！”获胜队员兴

奋表示。

活动现场还穿插了童趣盎然

的幼儿舞蹈展示环节及电台主持

人才艺表演，以轻松的形式倡导低

碳生活，引得观众连连喝彩。

在两网融合企业展区，相关企

业通过实物展示、视频讲解，向市

民科普可回收物精细分拣流程。

“原来一个塑料瓶能再生为手提

袋，分类真是造福未来！”市民王女

士在参与旧物兑换后感慨。

“我们希望通过‘政府搭台、企

业助力、全民参与’模式，进一步打

通分类回收链条，未来将持续创新

宣传形式，让绿色生活理念深入人

心。”定海区公用事业管理中心相

关负责人表示，从知识普及到实践

参与，从游戏互动到资源回收，定

海正以多元路径构建垃圾分类共

治共享新格局，为生态之城建设注

入绿色动能。

知识产权行政裁决开启“快车道”
本报讯（记者 高佳敏 通讯

员 梁豪哲 陈艳华）近日，定海

首次以“独任+速裁”高效审结专

利侵权纠纷案件，对侵权事实作

出裁决，责令被请求人停止侵权

行为。这也是《浙江省知识产权

行政裁决简易程序规定（试行）》

正式实施以来，全市首起专利侵

权纠纷行政裁决独任审理案件。

记者了解，该案件主要涉及

辖区某企业反映其合法实施的

外观设计专利遭遇侵权的情

况。接到请求后，市市场监督管

理局定海分局快速响应，主动指

导该企业完善请求材料并对接

省级资源开展侵权认定，通过专

利侵权纠纷行政裁决独任审理，

将简易程序案件流程从 30个工

作日缩短至3个工作日。

“接到企业提供的线索后，

我们第一时间指导企业开展请

求材料合规审查，对照《专利纠

纷行政裁决和调解办法》完善相

关材料，避免因请求材料不合规

而导致案情延误。”据市市场监

督管理局定海分局相关负责人

介绍，执法人员还同步研判案件

情况及法律适用，做到请求当日

即立案，充分发挥简易程序“短、

平、快”的案件流程特点。

其间，该局还委托浙江省

知识产权保护中心出具《知识

产权鉴定意见书》，对被控侵权

产品与涉案专利提出先行比对

意见，为侵权事实的认定提供专

业技术支撑。同时，运用技术调

查官制度，委托第三方技术专家

同步开展比对，为裁决提供多

维度参考意见，保障裁决结论

准确性。扫
码
看
视
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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