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者 陈俊 通讯员 董峰峰

今明、天亮、讲白谈、喀饭……
这些词语，你知道是什么意思吗？
这些地道的宁海话，你的孩子会说
多少？在人人都说普通话的今天，
方言会慢慢萎缩、消失吗？日前，记
者就“会不会讲宁海话”为题，进行
了调查采访。

宁海娃难说一口地道宁海话
“我只会讲普通话。”日前，当记

者希望实验小学教育集团城南校区
四（2）班的小鑫用宁海话介绍一下
自己时，这位土生土长的宁海娃羞
涩地笑了起来，接着又连连摆手。
他告诉记者，不太会说宁海话，只会
少数的几个词。随后，记者做了一
个现场调查，发现这个班级一共 38
人，一半是宁海人，这些宁海娃基本
能听懂宁海话，能流利地用宁海话
交流的只有5人。

“开口说宁海话，就觉得别扭。”
在缑城中学七（1）班，记者也进行了
简单的了解，49人的班级中，47人在
宁海长大，能听懂宁海话的有41人，
会讲宁海话的有 22人。隔壁的七
（2）班总共 50人，会讲宁海话的有
17人。问及原因，大部分学生表示，
从幼儿园开始，老师就要求他们说
普通话，回到家里，父母也习惯用普
通话跟他们交流。

乡镇学校的情况也大致相同。
前童中学七（4）班，总共 39人，半数
以上能流利地讲宁海话，少部分表
示“只会讲一点点”；梅林第二小学

四（4）班，总共8个宁海娃，其他都是
新宁海人。“说方言的孩子越来越少
了。”该校的王老师表示，她发现班
上的孩子，如果父母来自不同的地
方，在家都是用普通话交流，那孩子
就更不会说方言了。

校园里有方言时空
“嘴巴有点淡刮刮，买点吃场来

嗒嗒。日脚苦得嗷皇天，姆巴铜钿
去买盐……”每周四中午，城南校区
的校园广播总会准时响起，为同学
们讲点方言故事、读点方言童谣、民
谣，让孩子们欣赏到方言的多姿多
彩，感受到方言在口头文化中的应
用价值，在潜移默化中树立传承与
传播方言文化的情怀。在学校老师
黄英英看来，地方方言是一种非物
质文化遗产，需要得到保护。“周四
的校园广播也是我们《会说宁海话》
这门课的组成部分之一，我们希望
通过课程，让孩子们做宁海语言文
化传播使者。”

早上9点，实验幼教集团实验园
区一楼走廊上，几个孩子拿着走廊
上的留音机，录制方言童谣，几个孩
子穿着戏服表演方言故事，还有一
部分孩子在教室里“土话连篇”地游
戏着……原来这是宁海实幼的“方
言日”。“在方言日里要用方言对话、
要玩方言游戏，孩子们在这样的氛
围中，都能说上地地道道的宁海方
言。”该园的陈晓燕园长表示，幼儿
园一直注重幼儿对于家乡的情感，
还会开展方言节、方言日以及每天
的方言童谣早操，让幼儿在耳濡目
染中感受方言，体验家乡。

专家建议
推广普通话的同时保护方言

“处在语言能力形成时期的孩
子，给他们专门开设方言课程，是不
是会影响到他们学习普通话？”“学
好方言能感受乡土气息，我觉得应
该鼓励孩子们从小说方言。”在调查
中，记者发现，“学习了解方言是否
需要从娃娃做起”一直颇受家长关
注，那么推广普通话和保护方言能
不能一起进行？

“推广普通话不代表就要拒绝
方言，许多家长只教孩子说普通话，
这种思想是矫枉过正。”实验小学教
育集团金桥校区的叶老师对许多年
轻家长刻意让孩子脱离方言语境的

“良苦用心”表示理解但不同意。叶
老师说，方言能给人们一种独特的
思维习惯和多元文化的体会，家长
在教好孩子普通话的同时，应该鼓

励孩子掌握方言，这样也有利于孩
子的智力开发。

“乡音易逝，乡愁难忘，方言更
重要的意义是一种‘传承’。”水车小
学的徐老师表示，方言的消失不仅
是语言学上的损失，也是文化、历史
和身份认同上的损失。因此，对于
方言的保护和传承是有必要的。“如
果学生对于方言课程有浓厚的兴
趣，学校可以考虑开设相关的选修
课程或者社团活动，满足学生的需
求。方言课程应该旨在让学生了解
宁海话的历史、文化背景和使用场
景，增强地方文化自信。”

“现在很多孩子只会说普通话
和英文了，我觉得很可惜，因为每种
方言都代表了一种地域文化。”县教
育局相关工作人员表示，“普通话可
以让你走得更远，可以让你走得更
方便，但是方言，可以让你想起自己
从哪里出发，感受到家乡的温暖。”

在普通话成为主流的今天

你家娃儿还会说宁海话吗？

宁海画家孙斌
设计龙年邮品受追捧

日前，由宁海青年画家孙斌设计的
《龙吟天下》等一系列龙年生肖邮票珍
藏册在县邮政集邮专卖店首发，里面精
选了他的9幅工笔龙画作品，深受广大
市民和集邮爱好者的追捧。

（记者 童俊霖 摄）

百姓寄语

记者调查

本报讯 （记者 潘怡帆）
日前，浙江省作家协会会员叶亦健
创作的小说《家长里短》由宁波出
版社发行。小说以局长老周退休为
切入口，通过养狗、养鸡、学音
乐、做媒等事件，叙述了老周如何
渐渐融入普通老百姓家长里短的一
个个小故事，呈现了热气腾腾的生
活。

《家长里短》是叶亦健小说处女
作，也是他在工作之余阅读、思考、
创作而成。“故事的灵感来自身边的
点点滴滴，很多都是凭空想象，讲述
日常的家长里短……”采访时，说起
创作的初衷，叶亦健表示真的是一
次偶然，由于平时都有早起锻炼的

习惯，一次他在跑步时被一只突然
蹿出来的小狗吓了一大跳，写作灵
感也就由此而来。“当时我就以这
条狗为原型，写了第一篇小短文发
表在自己的朋友圈，结果没想到，
当天就收到了众多朋友的留言、点
赞。”叶亦健说。

“非常诙谐幽默，写的就是我
们生活中的点点滴滴，非常细碎，
值得一读！”

“文笔朴实，很接地气，期待
你的第二篇！”……

正是有了朋友的鼓励和支持，
让他的创作动力也更足了，更想把
身边的点滴以故事的形式分享给大
家。“创作是我的业余爱好。起

初，并没有想过写成什么样，写到
哪一步，一开始也没有认真地构思
过人物和情节，基本上就是想到什
么写什么。”叶亦健说，在整篇小
说中，除了围绕主人公老周、小徐
外，他也把宁海特有的元素融入其
中，比如文章中出现的拦门、做媒
等宁海习俗都一一展现给广大读
者。平时由于工作繁忙，他都是利
用早上锻炼和晚上休息的时间进行
创作，尽量做到每天一更。从2022
年 11月 9日发第一篇朋友圈以来，
他断断续续先后发圈75篇，收获好
评无数。

经过整理、归纳，最终，75篇
小短文汇集成了这本小说《家长里

短》。“随着时间的推移，故事的演
变，才慢慢有了一点情节故事和脉
络，人物也从老周慢慢拓展开，有
了小徐、老厉等，整个故事更加丰
满。”叶亦健说，创作不仅给自己
的生活增添了几分乐趣，更让他收
获了自信。“虽然是第一本小说，
但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谈起后续的创作计划，叶亦健
表示，第二本是一本散文集，目前
已在出版社进行审核，不久就会与
读者见面。第三本则是一部短篇小
说，目前已经创作完成。“在文学
创作的道路上，我会继续走下去，
带给大家更多的惊喜！”叶亦健说。

叶亦健小说《家长里短》发行

本报讯 （通讯员 邬文文
记者 方景霞） 2024 年首次高
考在 1月 6日至 8日举行。为保障
高考期间的安全供水工作，连日
来，县水务集团工作人员来到宁
海中学、知恩中学、柔石中学、
正学中学和海亮高级中学高考考

点，开展供水安全集中检查工
作，确保水质水压正常，以及水
质安全。

行动中，水务集团各分公司
提前对辖区各考点的供水设施进
行了全面检查，做到有问题早发
现、早解决，最大程度地消除供

水安全隐患。同时还开展管道清
洗及水质检测，检测水样全部合
格。此外，要求供水施工队在高
考期间停止学校及居民区周边一
切高噪音施工作业，为考生营造
一个安静的学习、生活和考试
环境。

考试期间，县水务集团还抽
调党员先锋、业务骨干等精干力
量组成专业巡检队伍，加密对考
点及周边巡检频次，密切关注各
考点的供水保障情况，确保一旦
有涉水相关突发情况能第一时间
进行处理，为高考顺利保驾护航。

县水务集团：保障供水安全 助力学子高考

桃源街道村民李昌顺：这几
年，我们村通过开展沿街商铺消
防安全检查整改和人居环境整
治，改善了村居环境，提升了村
民的生活品质。我希望在农村
人居环境治理取得阶段性成效
的基础上，能够再丰富乡村文
化生活。比如通过搭建村歌大
舞台，让全民来K歌，比赛接
地气、奖品出新意，参赛选手
面向全社会招募，只要爱唱、
想唱、能唱，都能登上舞台一
展歌喉，以更好地激活乡村自
有的文化内涵，形成乡土文化
的向心力、感召力，从而激活
文化活力，不断增强人民群众
获得感、幸福感和满意度。

县商务局工作人员徐欢欢：
用好“四力”推动乡村和美共富
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
调，农业强不强、农村美不美、农
民富不富，决定着亿万农民的获
得感和幸福感。乡村和美共富
要以艺术赋能为切入点，以产业
发展为着力点，以党建引领为发
力点，以生活富裕为落脚点，
发挥“领头雁”效应，融合艺
术和产业，利用原有资源优势
整合业态，打造一个产业甚至
一个产业链，融入到乡村旅
游、特色民宿等项目建设中，
适当推动民俗文化体验、乡村
节庆展演等活动形式丰富村民
的日常生活，最大程度满足农
民对美好生活的新期待。

越溪下田村村民田雅婷：这
几年每次回到农村老家，就会感
觉到没有地方可逛。想要让乡
村生活更加精彩，我觉得可以建
设一些农家书屋、文化体育服务
中心、小游乐园等公共文化设
施，这些文化惠民工程能让村民
茶余饭后不再局限于看电视、打

麻将、拉家常，转而追求更高层
次的文化生活。同时，比起设施
更重要的是文化服务，可以组建
一支公益文化服务下乡团队，将
电影、戏曲等多样的文化服务送
到乡村，让村民也能够乐享文化
大餐。

得力集团员工叶宜强：我觉
得乡村文化不仅仅是一种文化
的形式，更代表一种内涵——乡
村居民淳朴敦厚、勤劳善良的价
值观。要让乡村文化生活更精
彩，就要先让村民找到乡村文化
认同感。真正具有乡村文化内
涵的是乡村的非物质文化，像乡
村的风俗习惯、乡民信仰、乡间
道德伦理、当地特有的语言、艺
术等等。我觉得要深度挖掘乡
村文化，就要对地域文化、乡村
文化生活有充分深入的了解，并
提炼出独特的属性，从而成为不
可复制的印记，让村民找到认同
感和存在感，这样他们的精神生
活就有了归属，不会感到空虚。

宁海小邱广告服务部工作
人员戴妙颖：现在的乡村基本上
都是老人居多，要让乡村文化更
精彩，我觉得可以从帮助老年人
融入智能生活开始。其实网络
上很多精彩的资讯、节目，老年
群体都接触不到，导致他们的文
化生活特别单一。可以招聘一
些志愿者或者由各地通信运营
商和社区村庄，开办智能手机操
作培训班，帮助老年人早日享受
到智能化服务带来的便利，享受
云上带来的精彩生活。这也有
利于解决老年人出行、就医、消
费等都会遇到的智能手机操作
问题，帮助他们跨越“数字鸿
沟”，尽快融入智能化生活。

（记者 曹维燕 整理）

让乡村文化生活更精彩

宁波静程旅行社有限公司
负责人金巧巧：我观察发现，
报团游客的出游兴趣主要还是
基于旅游产品，比如春季赏
花、夏季亲水、秋季徒步、冬
季体验年味。但在我看来，宁
海的旅游资源远不止这些，旅
游市场还能进一步开拓，游玩
方式也应该从观赏型向体验型
转变。宁海虽然是个小目的
地，没有山川名胜，但是有五
匠之乡的手工技艺、泥金彩漆
的非遗文化，游客们会更喜欢
在这方面消费。我们今后会多
推出这些体验类的旅游产品，
丰富旅游体验，加深他们对宁
海这座城市的印象。

山水驴友俱乐部负责人
娄文斌：旅游本质上是一种体
验经济。作为体验感最强的旅
游方式，体育旅游是旅游业中
增长最快的细分赛道。宁海体
育旅游成长的势头非常强劲，
宁海民众的锻炼健身意愿也比
较强烈。但是，目前的宁海越
野挑战赛、千里走宁海，都是
面向体力比较好的人群开展
的。我想，宁海也可以结合当
下比较火的“citywalk”，推出
安全性高、成本较低的城市打
卡活动。串联起宁海城区的特
色点位，形成打卡线路，呼吁
市民走出家门、漫步城市。

县第一医院护士王晨：主
题乐园无疑是旅游消费市场的

“明星”。上海迪士尼、北京环
球影城，就单单这一个“IP”就能
吸引无数游客前往。就说宁海
的跃龙山公园吧，规模小，设施
老旧，游玩方式也非常单一，但
还是能吸引很多小朋友去“朝
圣”。所以我认为，改造提升跃
龙山公园，或者在宁海打造一
座高端主题乐园，不仅可以填

补宁海大型文旅项目的空白，
还能迅速扩大宁海文旅产业的
规模与影响力，抓住游乐场经
济的财富密码。

民宿桑里云烟负责人卢素
娣：桑洲凭借乡村节庆、油菜
花海等旅游产品，成为一个热
门旅游目的地，我们这几家民
宿也收获了更多目光。很多客
人和我说，喜欢桑洲民宿的原
因是，有原生态环境，可以品
尝食物原本的味道，体验松弛
的田园生活。我想，这种深度
体验就是桑洲民宿的特色优
势。我认为，宁海的特色民宿
都应该充分挖掘和宣传自己的
特色，多了解游客需求，提供更
加有针对性的产品。用特色民
宿吸引游客住下来、留下来，带
动旅游二次消费，带火乡村旅
游目的地、助力乡村振兴。

前童镇新月集咖啡馆负责
人章宁峰：特色餐饮对于城市
的旅游消费肯定会带来不错的
流量，特别是一些运营维护得
不错的店。像这两年，淄博烧
烤、哈尔滨东北菜、糯叽叽的
台州菜，都是大家有目共睹的
凭借美食火出圈的成功案例。
我想，宁海旅游也可以将海
鲜、豆制品、优质农特产品等
作为卖点，同时注重做好配套
服务和后续维护，维持好这个
热度，提升游客的旅游体验。
比如像我们这样的乡村咖啡
馆，结合前童特色，把豆浆融
入咖啡，这杯特色饮品很受游
客喜爱。宁海的一些景区附
近，如果能多开发一些这样的
特色餐饮店铺，形成集聚效
应，应该能对地方旅游起到比
较明显的带动作用。

（记者 潘璐璐 整理）

让宁海旅游吸“睛”又吸“金”

在“勇当先行者谱写新篇章”征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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