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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忆中的童年总是充满蓝天白云 。印象中那是

２０世纪 ８０年代末学校假期里的某一天 ，天气很好 ，我

的表哥（我大姨的儿子）带我去他任教的宁波市北仑

区柴桥中学玩 。 我那个时候还是个刚刚荣升一年级

小学生的调皮小子 ，对所有小学二年级以上的事物都

充满了好奇 。柴桥中学 ，这座北仑区历史最悠久的高

级中学 ，在那时的我看来 ，无疑就是最高学府 ，堪比天

主教徒心中的梵蒂冈 ，佛教徒口中的菩提伽耶 。 神

秘 ，新奇 ，崇敬 ，这就是我当时的心情 。假期里的校园

没多少人 ，记得有条宁静的小河缓缓流过 。表哥带我

去他住的教师宿舍 。房间简单通透 ，倒也清爽 。一进

房间 ，表哥就开始在案头整理资料 。我看着他认真工

作的样子 ，问了他一句话 ：“学生作业答得不好 ，你会

不会教训他们 ？”表哥说 ：“当然会 。”我于是心中一阵

得意 ：“我有一个能管教高中生的表哥 ！”要知道调皮

的我经常挨幼儿园和小学老师批评 ，有这样一个厉害

的表哥 ，以后就算被骂心里也有底气了 ！也许是那天

玩得太开心了 ，和表哥一同从柴中坐公交车回家 ，下

了车我们才想起他的一包书落在了公交车座位上 。

我一阵懊恼 ，表哥倒是看得很开 ，笑着说 ，这下便宜后

面来的乘客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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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眼间二十多年过去了 ，关于那一天的很多画面一直深深地印在我的脑

海中 。回想起来 ，我后来对充满书香气的教育环境的向往 、对传道授业的教

师职业的崇敬 ，可能就是那天表哥带领下的柴中一日游在心里种下的种子 。

这个种子后来有机会发芽长大 ，冲破层层障碍 ，初具雏形 ，离不开当时的播种

人 ，不管他是有意还是无意 。这位身兼播种人的表哥 ，就是本文集的作者 ，王

明芳先生 。

有趣的是 ，当我今天在英国的大学课堂里教书 ，面对世界各地来的学生 ，

秉承的是却是和当初“老师教训学生理所当然”的信条很不一样的教学理念

或者规矩 。在这里 ，一个老师不仅不能指责学生 ，而且还要以春风化雨 、润物

细无声的方式来启发性地引导学生进行独立思考 。在这里 ，学生是老师的座

上宾 ，学生满意度是评价一个大学和大学老师业绩的最重要的指标之一 。如

果老师因指责学生而受到学生投诉 ，恐怕最后倒霉的是老师 ———不仅会受到

内部纪律调查 ，甚至还会失去工作 。 诚然 ，现在作为一个工作中的教师的心

态和当初以为教学就是单向的“以讲台为舞台 ，滔滔不绝 ，挥洒天下”的想象

很不一样了 ，但是心中对教师这份工作的崇敬和热爱的火苗却一直延续着 。

也许 ，这多少是个理想主义者的通病 。

在我看来 ，我的表哥王明芳先生也是一位充满理想主义情愫的老师兼学

者 。如果生在古代 ，他会是一个典型的儒者 。不管实际工作如何变幻 ，文学

之于他就像灵魂伴侣（soul mate）一样 ，永远没法抛弃 。他家中满屋的藏书即

是证明 。这些书籍涉及文学 、美学 、哲学 、艺术 、政治 、历史等等广泛的人文和

社科领域 。它们不是领导办公室玻璃柜里一尘不染的各种大辞典和领导人

著作 ，起着平衡建筑物承重的功能 ；相反 ，它们大多是翻得发黄的简装本 ，里

头的笔迹是他思考的痕迹 。他是 ２０世纪 ８０年代的大学生 ，生活拮据 ，却对知

识充满渴望 ，对国家民族的命运满腔热血 ，而这个热血现在还有余温 。他是

人文精神再启蒙运动的受益者 。世界各国的经典作品给他打开了一扇窗 ，让

他找到了追求美的真谛的捷径 。 那个年代的人文精品 ，很多现在都不再重

印 ，但却能在他的书房里找到 。①

这就是我所认识的表哥 。所以当他这些年来屡屡调动工作 ，以致最后离

开学校 ，从事纯行政工作时 ，我并没有能够彻底理解个中缘由 。我似乎从没

① 关于那个时代的读书人的故事 ，可参见本书附录的枟我的小传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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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直接问过他这个问题 ，不过自己猜想是经济原因 ———毕竟中学教师的收入

和很多行业相比并不高 ，改善生活的压力比较大 。文学再怎么美 ，有了家庭 ，

柴米油盐总是第一位的 。尽管如此 ，心中还是有些小小的遗憾 。虽然后来我

已经不需要在被老师骂的时候用表哥来做心理上的自我防卫 ，但看到一个专

攻比较文学的知识分子去和拆迁工作打交道时 ，心里难免有些惋惜和失落 ：

我心目中那个高大上的 、曾经向我推荐过枟金蔷薇枠的表哥就这样抛弃了文学

理想去从政了吗 ？①

然而 ，当翻阅这本书的底稿时 ，才发现我当初没有猜对 ，至少是没有完全

猜对 。原来表哥工作的多次变动 ，皆是不得已而为之 。 特别是他自己的小

传 ，一字字读来 ，我被真实坦诚的笔触所感动 。地方教育系统行政体制的严

重僵化 ，人事工作程序上的极度不透明和不公平 ，这些环境因素对普通工作

者工作积极性的打击 ，才是他离职的最根本原因 。设想我自己如果处在同样

的位置 ，一定也会做出同样的选择 。谜底揭开了 ，我也突然有种释然的感觉 。

有这种感觉不光光是因为我终于理解了他当初的选择 ，更重要的是 ，我感觉

到又看到了自己小时候的那个表哥 ，那个让我崇拜的文化人 。现在看来 ，这

个文化人不仅有学识 ，更有骨气 。他一点都不另类 ，他仅仅是试图维护自己

应得的权利而已 。放在今天 ，由于社会监督力量和监督意识的加强 ，也许体

制环境已经有所改善 ，但是若干年前 ，用经济学的话说 ，他只是做了约束条件

下的一个最优选择 ：选择在一定程度上放弃自己的理想 ，而给自己和家人一

个更大更长远的空间 。这样的选择有什么理由不点赞 ？

当我带着这样的一种释然的心情去阅读书中的每一篇文章时 ，我看到的

是一个兢兢业业的基层工作者 。他有时是个教师 ，有时是个记者 ，有时又是

个办事员 。但是无论身处哪个岗位 ，他都用他擅长的文字留下了认真的记

录 。虽然这些记录大部分是应工作所需而做 ，但其珍贵之处在于跨越时间长

（１９８８ — ２００９） 、涉猎题材广（政治 、经济 、法制 、社会 、人物 、教育等） ，并且描述

细腻 。书中文字所涵盖的二十多年 ，正是国家面貌发生巨变的时期 ，其变化

的程度在历史上从未有过 。而宁波北仑因为有优良的港口条件 ，凭借着地理

优势和政策优惠 ，整个区域的发展犹为迅猛 。不可否认的是 ，经济的成长迅

① 枟金蔷薇枠是俄国著名文学家帕乌斯托夫斯基所著的揭示文学创造过程和创作心

理的文集 ，对我国的文学工作者影响极大 。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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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提高了居民的生活水平 ，同时也不可逆转地改变了城市和乡村的面貌 ，并

且造成了生态环境的负担 。而这社会变化的方方面面 ，正面的负面的 ，都难

能可贵地在这二十余年的文字中有不同角度的细致着墨 。

书中的很多故事 ，作为北仑人 ，我也曾耳闻目睹 。再次阅读 ，仿佛有时光

倒流之感 。有意思的是 ，在王明芳先生从事记者工作的那段时间 ，曾经采写

并刊发过关于我本人的故事 。这些故事放到了网上 ，以致于好多年以后其他

媒体写关于我的稿件时 ，背景材料都直接采用了王明芳先生的素材 ，而没有

去重新核对更新 。没想到这些早期的报道此次也收录在了书中 。更有意思

的是 ，我新近完成的一项关于腐败的经济学研究 ，涉及了“行贿黑名单” 。在

我做前期的背景资料检索时 ，惊奇地发现宁波北仑是这一制度的全国首创 ，

而后才逐渐推广至全国其他地区 。 但是直到今日翻看本书的目录才发现 ，原

来王明芳先生竟是捕捉到这一重要创新事件的第一批记者之一 。可惜我孤

陋寡闻 ，加之常年在外读书工作 ，没有早点向这位记者表哥经常打探本地

新闻 。

作为读者 ，也许会问 ，在如今互联网信息唾手可得的时代 ，连纸质的大英

百科全书都停止了出版 ，这本看似百科全书式的通讯报道集的价值何在 ？抛

开我与作者的亲属关系 ，站在第三人的角度以个人愚见而言 ，王明芳先生的

这本书对于读者的价值在于它以一个本地人的视角 ，在不同的一线岗位上 ，

提供了大量社会故事的素材 。它的描写看似都是无数不起眼的小点 ，但是这

些点却可以拼凑成小小区域社会发展的一副长卷 。它不像契诃夫或者郭敬

明的小说那样要从头读到尾 ，恨不得整个吞下去 。它可以作为书架上休闲散

记那一栏的常客 ，也可以在时政新闻那一组里落户 ，或者把它归入个人传记

那一档 。需要的时候 ，拿来翻读即是 。 固然通讯报道有固定的格式和文风 ，

但是如何利用它 ，如何过滤它 ，如何解读它 ，那就要看读者自己的所需了 。然

而不管以怎么样的方式去阅读它 ，我建议读者先把本书的枟写在前面枠和枟作

者小传枠看完 。因为只有了解了作者的人生轨迹 ，才能更真切地体会到每篇

文字背后作者的用心和勤勉 。

我的父亲从小对我寄予厚望 ，教育我要把书念好 ，长大后才能有所作为 。

他经常向我提及的一个榜样就是本书的作者王明芳先生 。 因为在我父亲眼

里 ，王明芳先生是亲人中值得年轻小辈学习的楷模 。王明芳先生在本书中写

到 ，因“受母亲影响” ，“从小敬惜字纸 ，视书籍为圣物” 。我想说的是 ，王明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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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对我的影响 ，就像他的母亲对他的影响一样 ，让我从小视学问为圣物 ，引

领着我一步一步走上了研究治学 、教书育人的道路 。 写这个序的目的 ，既是

向读者推荐这部文集 ，也是借此机会表达对表哥王明芳先生的感谢 。

王 　争
２０１５年 ５月 ，英国赫尔大学



写在前面

一

这是一本并非纯粹的个人新闻作品选集 。 收入集子的文字大致写于

１９８８年至 ２０１５年间 。按体裁来分 ，这些习作大多属新闻报道 ，包括消息 、通

讯 、特写 、专访等 ，内容涉及那些年北仑区（宁波开发区）发生的新闻事件 、新

闻人物 、各领域的新动态 、新成果 、新发展和新问题 。 辑选时 ，我将正文部分

按题材编为开放 、时政 、社会法治 、经济 、外资 、服务 、文教 、人物 、柴桥和言论

等 １０个篇章 。 “言论”篇的构成有些特殊 ，除了几篇时评 ，多数属研究心得和

总结材料 ，论题涉及比较文学与中学语文教学 、中学语文课程改革 、作文方法

探索 、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学习心得 、新闻编辑方法论 、新闻网站与党的执政能

力建设 、网络时代的舆论引导 、互联网时代思想政法工作的挑战与创新 、征地

拆迁领域思想政治工作等 。多数习作曾刊于枟宁波开发导报枠枟宁波日报 ·开

发导刊枠 ，部分见于浙江在线 、中国宁波网 、北仑之窗 、枟浙江日报枠枟浙江教育

报枠枟宁波日报枠枟东南商报枠枟宁波晚报枠等 ，有 ４ 篇论文分别在枟中国比较文学

研究枠枟浙江万里学院学报枠枟现代企业文化枠枟改革与开放枠发表 ，若干篇系首

次公开发表 。凡文末仅注明发表日期的 ，原作均见枟宁波开发导报枠枟宁波日

报枠 、北仑之窗 、中国宁波网 、浙江在线 ，其余均注明出处或说明情况 。为了尊

重历史 ，对公开发表过的文字基本不做改动 ，仅对明显的校勘错误做必要订

正 ，个别文章做了较大改动 ，文末有说明 。

二

受母亲影响 ，我从小敬惜字纸 ，视书籍为圣物 ，把在出版物发表文章当作

一件了不起的事情 。大学时代曾经将出版一本著作为今生十大愿望之一写

入日记 。后来 ，从事新闻采编工作 ，写作 、出版成为谋生的主要手段 ，每天要

写无趣的奉命之作 ，要编辑修改一大叠充斥着病句 、错别字 、笔迹凌乱的来

稿 ，要没完没了地校对 、订正版面 ，总之 ，字纸不再神圣 ，出版物走下神坛 。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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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 ，渐渐地对自己制造出来的一大堆所谓的精神产品的价值产生怀疑 ，甚至

视作文字垃圾 。随着职业变换 ，年序渐增 ，这些激进虚无的想法逐渐消褪 ，少

时的梦想又重新成为梦想 ，慢慢懂得敝帚自珍的含义 ：自己写过的 、发表过的

文字 ，不管有多么浅薄 、稚嫩 、简拙 ，甚至谬误 ，都是人生路上留下的痕迹 ，是

私人记忆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 ２０１４年底 ，我下决心对参加工作以来的习作进

行一次梳理 ，从中选取两百余篇自认为尚有保存价值的习作 ，汇编成册 ，公开

出版 。目的无外乎三个 ：一是对近三十年来的工作成果做一个汇总 ；二是为

后人保存一些资料 ；三是通过编辑校对继续保持对阅读 、书写的兴趣和能力 。

三

为了便于选编 ，我把近三十年的个人史按职业身份大致分为三个阶段 ：

教师时期（１９８６ — １９９５年） 、记者时期（１９９５ — ２００８年）和办事员时期（２００８ —

２００９年） 。教师时期的主业是教书 ，谋生的基本手段是“讲述” ，是谓“述而不

作 ，信而好古”也 。或有所作 ，多属应景 。因屡次搬家 ，草稿纸疏于保管 ，大部

遗失 。候选的 ４篇中 ，３篇有底稿或样刊 ，唯独 １篇颇有点史料价值的通讯翻

遍箱柜不见踪影 ，后专程到省图书馆查得 。这篇通讯便是枟惨案在深夜发

生枠 ，是我与枟中国教育报枠记者朱振岳合写的一篇长篇通讯 ，也是我的新闻处

女作 。文章用纪实的手法记录了 １９８８年 １月 ２６日发生在大碶中学校园的一

起教师斗歹徒护学生的突发事件 ，枟浙江教育报枠用一整版的篇幅配编后语予

以发表 。文章发表后 ，舆论反响强烈 。 不久 ，枟浙江教育报枠用整个头版的篇

幅 ，并采用双通栏大字标题的形式 ，刊登了各级领导的表态和社会各界的来

函来电 。表态的领导和来函来电的对象有省委 、省人大 、省政府 、省政协领导

吴敏达 、罗东 、李德葆 、王启东 、王承绪 ，有省公安厅领导 、省教委领导 ，有省教

育工会 、兄弟学校 ，更有未具名的退休教师 、工人师傅 。此后 ，又三次在头版

头条位置做后续报道 。 ２个整版 ，４次头条 ，５次报道 ，１７篇文章 ，持续 ２个月 。

枟浙江教育报枠对这一事件的报道强度可谓空前绝后 。

另外 ３篇系本人先后在北仑 ３ 所高中任教时写的语文教学体会文章 。

枟比较文学在中学语文教学中的可行性初探枠刊于枟中国比较文学研究枠（季羡

林主编 ，１９９０年第 ２期） ，系本人首次在学术刊物上发表文章 ，有必要交代一

下写作背景 。 １９８９年 ８ 月 ，我意外调离大碶中学 ，到柴桥中学任教 。素昧平

生的柴中校长俞崇高先生未予半点歧视 ，一到柴中就委以两个高三毕业班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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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课的重任 。惶恐不安之余 ，我深感应尽十二分努力来报答柴中的信任和包

容 。于是做了一件自以为创新的事情 ———在语文教学中引入比较文学 ：讲鲁

迅 ，兼顾俄苏文学 ；谈冰心 ，不忘泰戈尔 ；读巴金 ，先读屠格涅夫 ；评郭沫若 ，必

先介绍惠特曼 ；分析汤显祖 ，带上莎士比亚 ；朗读艾青 ，插叙波特莱尔 。读大

学时接触到的关于比较文学的知识与方法 ，在中学课堂有了用武之地 。机缘

巧合的是 ，这一年的 ９ 、１０月份 ，忽然接到大学母校的邀请函 ——— １１月份浙江

省比较文学研究会成立大会暨首届学术讨论会将在浙师大举行 ，参加研讨会

的唯一条件是交一篇论文 。 不久 ，我带着一篇题为枟比较文学在中学语文教

学中的可行性初探枠的习作回到母校 ，见到分别 ３年的老师 、同学 。令我意外

惊喜的是 ，中国比较文学学会常务理事会也在母校举行 ，北京大学乐黛云 、南

京大学赵瑞蕻 、上海外国语学院廖鸿钧 、中国人民大学徐京安 、华东师大倪蕊

琴 、厦门大学应锦襄等中国比较文学学会常务理事们自始至终参加了这次研

讨会 。我的不成样子的文章还在研讨会通讯上摘登 。乐黛云老师在研讨会

上的一番话 ，令我终生难忘 ：不管形势怎么变 ，都不要荒废学业 ，要读书 ，积蓄

能量 ，总有一天会用得着 。差不多一年后的某一天 ，一份枟中国比较文学研

究枠样刊寄到柴中 ，翻开目录 ，我的名字居然与杨周翰 、戈宝权等大家的名字

排在一起 。一个厕身小镇的中学青年教师 ，因出于对比较文学的爱好 ，在教

学中做了一些不太靠谱的尝试 ，写了一篇浅薄幼稚的体会文章 ，竟获如此殊

荣 ！显然 ，这是在特殊的历史时期 ，以乐黛云老师为代表的前辈学者对后学

的一种鼓励 。在 １９９０年冬天 ，这一鼓励如同冬夜里温暖明亮的火把 ，引领我

走出人生的低谷 。 枟高中语文课程改革刍议枠一文的初稿写于 １９８８ 年暑假 。

当年 ８月 ，华东地区的一个语文教学改革论坛在绍兴举行 。记不清是在何处

获悉的消息 ，趁着暑假 ，我决定不请自到 。在去绍兴前一天晚上 ，花了一个小

时 ，草草急就了一个提纲 ，在火车上又胡乱涂了两张方格稿纸 ，来不及装订就

交到论坛秘书处 。论坛进行到第二天 ，特邀嘉宾 、上海语文特级教师于漪老

师在演讲中竟然提到我的这篇草稿 ，她先是批评 ，说是在翻阅论坛收集的文

章中 ，居然有一篇涂鸦之作 ，作为一名语文教师很不应该 ，即便是草稿也要写

得眉清目秀 ，随后说 ，这篇草稿的观点还是有所创新的 ，提的建议可供大家讨

论 、借鉴 ，语文教改提了好多年 ，专门讲课程改革的不多 ，勇气可嘉 ，云云 。

１９９２年 ６月 ，宁波市教研室征集论文 ，一时苦于无合适题目 ，就将这篇草稿改

了一改充了数 。 把如此幼稚之作收入本书 ，算是对这段经历的一个备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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枟中学作文教学的一种新尝试枠是一篇关于作文教学的体会文章 ，也是 １９９２年

暑期区中学语文教师作文培训班的一个发言材料 。 １９９０ 年 ９ 月至 １９９３年 ７

月 ，我在柴中完整地教了一届高中语文 ，有机会把自己在作文教学上的一些

想法付诸实践 。 “逐篇定标 、略批精选 、师生讲评”系列训练方法 ，就是从 １９９０

年开始在作文教学中逐步形成的 。 在这一训练方法尝试一个学年之后 ，学生

的作文成绩有了明显的进步 ，我所教的两个班级有多名学生写作能力突出

（如朱伟 、冯洪江等） ，推荐参加区 、市比赛屡屡获奖 ，班级的写作兴趣小组也

在区内小有名气 。北仑区语文教研员认为这一方法或有推广价值 ，于是便有

了那份发言材料 。

四

１９９５年 １０月 ，因恩师包青先生和挚友继业兄的引荐 ，我调入宁波开发导

报社 ，一家由宁波开发区党工委主管主办的拥有内部报刊准印证的党报 ，开

始了长达 １２年的记者生涯（１９９５ 年至 ２００７年） 。从“述而不作”的教书匠变

为采写新闻的“包打听” ，可谓职业生涯一大转型 。虽然大学学的专业是汉语

言文学 ，写作课也属必修课 ，可是从没想过有一天写作成为谋生的主业 。好

在有枟浙江教育报枠曾发表过长篇通讯的底气和熟悉教育系统的优势 ，到报社

上班初期 ，我专攻教育新闻 。随着逐渐进入记者角色 ，采访的领域不断拓展 。

因采编人员短缺 ，导报记者都属“万金油” ，采编不分 ，兼营广告 ，年底全员搞

发行 。 １９９６年导报扩版不增人 ，一周出版 ２ 期对开大报 ，每期至少需要 ３万

字才能填满版面 ，稿慌令总编发狂 ，编辑发疯 ，记者抽筋 。最疯狂的一周采写

１０多篇上万字新闻稿 ，编排 、校对 ４ 、５ 个版面 。积 １２ 年之劳苦 ，新闻习作不

少于百万字 ，但大多属快餐式的速朽产品 ，少部分可能有点保存价值 ，也算不

上“历史的草稿” 。唯希望读者能在我的“快餐店”里 ，尝到几只清爽可口的

“家常菜” ，希望地方史志爱好者从这本不成样子的“草稿”中发现一些有用的

历史细节 。

枟编辑世界经济专版的几点心得枠枟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增强党报

服务功能枠枟试析新闻网站与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关系枠枟刍议领导干部如何

利用互联网提高行政能力枠枟新闻编辑如何“联系”群众枠这一组谈论新闻编

辑 、新闻网站 、马克思主义新闻观 、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体会文章反映了我在

记者时期十分有限的认识水平和思考能力 ，未必有多大的学术价值 ，但出于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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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反映这一时期写作状况的考虑 ，也编入本书 。

五

２００８年 ３月 ，我调入柴桥街道办事处 ，担任无行政级别的信息中心副主

任 ，主要工作任务是向区委 、区政府报送党政信息和编发街道信息 ，维护街道

官网 ，是谓“办事员时期” 。

为什么在兢兢业业地做了整整 １２年记者后 ，正当年富力强 、业务熟练 、经

验老到的时期 ，跳槽到街道办事处当一名办事员 ？在不明内情的外人看来 ，

在政治清明的今天 ，此人要么犯傻 ，要么犯错 。王某人究竟是犯傻 ，还是犯

错 ，抑或另有隐情 ？为了节省篇幅 ，本文不作回答 。想了解详情的读者 ，可参

阅本书附录的枟我的小传枠 。

在柴桥做办事员的日子 ，过得紧张 、快乐和充实 。在完成党政信息报送 、

街道网站维护主业的同时 ，我对这座文化古镇的历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我

报道了近代植物学家钟观光故居濒危的消息 ，推动了钟观光故居修复保护的

进程 ；寻访了瑞岩寺藏经楼 、紫石清代民居建筑群 、马家弄曹莘耕故居 、上史

村乌贼岭明朝六脚凉亭等 ，挖掘了保护文物的历史意义 ；收集整理了 １０ 多位

近现代柴桥籍名人的史料 ；针对镇海棘螈种群数量逐年减少的现状 ，呼吁将

人工孵化提上议事日程 。这些报道大多先在街道网站发布 ，后报北仑之窗登

载 ，不少引起枟宁波日报枠枟宁波晚报枠等媒体的关注 ，为宣传柴桥尽了一份绵

薄之力 。

六

给这本习作选集起一个贴切的书名 ，很是折磨人 。一天 ，忽然记起唐朝

诗人宋之问有“楼观沧海日 ，门对浙江潮”的诗句 ，感到蛮有气势 ，一经联想 ，

便有了“大港听潮”这一名字 。碰巧 ，“大港听潮”与宁波的城市口号“书藏古

今 ，港通天下”有相通之处 。从大背景讲 ，宁波因港开放 ，北仑因港而兴 。这

港就是号称“洋洋东方大港”的北仑港 。自古以来 ，北仑港就是连接世界的重

要商埠 ，也是海上丝绸之路的起始港之一 。落实到“大港听潮”４ 个字的具体

含义 ，既体现了北仑作为港口城区的重要地理位置 ，还寓意着北仑人海纳百

川的胸襟和开放 、开拓 、创新的精神 。一个“听”字 ，则点明作者记录者的身

份 ，与本书的主题还是比较吻合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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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得以在我所敬仰的浙江大学出版社顺利付梓 ，首先要感谢老同学力

强兄的牵线搭桥 。我的表弟 、英国赫尔大学商学院经济学讲师 、英国诺丁汉

大学 GEP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王争博士在繁忙的教学 、研究之余不吝抽出宝

贵时间为拙作作序 ，我深感不安 ，更怀感激 。书法家 、同窗兼室友晓明兄题写

的书名为拙著添彩增光 。责任编辑孙秀丽女士为本书的编辑出版付出了大

量心血 ，在 QQ 上不厌其烦地答复我的外行 、幼稚的问题 ，理当致谢 。我的大

哥宋建国在工作之余通读 、修改书稿 ，并提出宝贵意见 ，允我叩谢 。我的妻子

乐碧虹是本书多数篇章的第一读者 ，更是我每一次角色转换的坚定支持者 ，

请允许我借本文表达无比的爱意 。

王明芳
２０１５年 ５月写于天兴公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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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百封电子邮件和一个美资项目 　 ／　 　 １２３

“我找到了回家的感觉” 　 ／　 　 １２７

“宁波开发区 ，Very nice ！” 　 ／　 　 １２８

帮果农赚钱 ，我们也赚钱 　 ／　 　 １３０

欧美“百年老店”提升开发区外资企业质量 　 ／　 　 １３１

怡人公司挖掘“电邮”商机 　 ／　 　 １３３

服务篇

集装箱码头 １小时 　 ／　 　 １３６

联检新风扑面来 　 ／　 　 １３６

当好“红娘”为开发 　 ／　 　 １３８

龙年新春开门忙 　 ／　 　 １３９

大港探春 　 ／　 　 １４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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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开发区情有独钟” 　 ／　 　 １４１

教你轻松做外贸 　 ／　 　 １４３

“朝北坐”精神 　 ／　 　 １４４

构筑税法宣传的“绿色通道” 　 ／　 　 １４７

为外商分忧解难 　 ／　 　 １４９

宁波保税区力促“海归”人士成功创业 　 ／　 　 １５２

民和典当 ：开发区中小企业的“融资超市” 　 ／　 　 １５３

美联公司帮助中小企业“闯世界” 　 ／　 　 １５５

大碶疏港高速公路工地进行时 　 ／　 　 １５７

微笑使者 　 ／　 　 １５９

文教篇

忽如一夜春风来 　 ／　 　 １６８

北仑区中心幼儿园 ：让花朵更鲜艳 　 ／　 　 １６９

长江中学 、华山小学公开竞选校长 　 ／　 　 １７１

加快高中段教育发展步伐正逢其时 　 ／　 　 １７１

中科院院士大榭岛“送经” 　 ／　 　 １７３

宁波首家公办民工子女学校开学记 　 ／　 　 １７４

培养具有国际视野的一流人才 　 ／　 　 １７５

霞浦千名拆迁户子女喜迁新校舍 　 ／　 　 １７９

东海实验学校教改走出新路 　 ／　 　 １７９

让师生吃上放心午餐 　 ／　 　 １８１

小港剡岙发现姚燮墓碑 　 ／　 　 １８３

北仑新闻网原创新闻发稿量大 　 ／　 　 １８４

网络时代的女排大奖赛 　 ／　 　 １８５

北仑新闻网全程直播世界女排大奖赛 　 ／　 　 １８７

徐洋村铜管乐队奏响“第一乐章” 　 ／　 　 １８７

北仑老年大学办学三年成果显著 　 ／　 　 １８８

北仑区职业教育成效显著 　 ／　 　 １９０

吉的堡幼儿园的三个细节 　 ／　 　 １９１

北仑尽力让流动人口子女享受优质教育 　 ／　 　 １９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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