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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国平

在走访千年古村庙后周时，
我了解到村里已故的民间修志人
——周维尧，他矢志不渝，在十多
年时间里锲而不舍地搜集、整理、
编纂金溪（民国时期奉化县八个
乡之一，现属西坞街道管辖范围）
地方志的感人事迹。他编写的
30多万字的《金溪刍志》成为《西
坞镇志》（上部）的蓝本、《西坞街
道志》的重要基础资料，为传承文
脉，发挥存史、育人、资政的作用，
作出了突出贡献。认识周维尧的
乡亲都称他为“民间修志奇人”。

周维尧（1913—1998）自幼聪
颖，曾就读于当年的上海大同大
学附设的三年制专修班，后因丧
父返乡务农。以后他仍自学不
辍。在农作之余，他到当时的县
锦屏图书馆坚持学习，苦心钻研

诗文，为以后修志打下了扎实的文
学基础。

在 20世纪 50年代，周维尧因
“历史问题”受过不公平对待，以致
夫妻离异，家庭陷入困境。后在村
里以看管桑地为生，艰难度日。后
期曾任省诗词学会委员等职。

1983年春，时年70岁的周维尧
发现家乡很多史料已面临鲜为人知
的状况，如果再不发掘、搜集、整理，
即将被历史长河所淹没，在人们的
记忆中消失。因此，他萌生了修一
本地方志的念头。但凭他一己之
力，谈何容易。由于年代久远，许多
乡土史料散失无存。只能靠在世的
年长知情者回忆，并记录整理。于
是，他起早摸黑，跋山涉水，走村入
户，遍访长者智者，且百问不烦、百
听不厌，以“一点一滴可以积累，断
片残片残章尽是资料”的求索精神，
搜集文献史料。对这些通过搜索记

录的资料，他惜如珍宝，制定篇目，
撰写志稿，反复增删修改校正。为
了给后人留下一本详实的“方志宝
典”，他心无旁骛，专心致志，以过人
的定力和毅力坚持伏案写作。常常
不思茶饭，夙兴夜寐，如痴似醉，与
笔墨纸砚“融为一体”。在经年累月
中，他究竟走了多少路、访问了多少
老者和知情人、熬了多少夜、流了多
少汗、爬了多少楼梯，难以用数字计
算。为了修志，他以史学家万斯同
为楷模，“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
写一句空”，励志竭精，始终不渝。

对于周维尧这种不计分文报
酬，日夜四处奔波，挑灯伏案笔耕不
辍的壮举，村里有人认为是“呆傻”，
有人讥之为“老悖”，周维尧均不为
所动，仍潜心编纂，细心打磨。正如
他在《金溪刍志》后记一首诗词所
述：“采访底事问村翁，踏遍溪山西
复东；那得俊英求指正，更无宿学启

愚䝉。赤堇遗老何由见，白水故交
难再难；如此所知如此写，面颜愧对
万斯同。”

经过十多年的追根溯源、搜集
积累资料，五个春秋的秉笔直书、编
纂整理，一本资料丰富、内容详实、
时间跨度大、存档参考价值高的《金
溪刍志》终于在 1988年形成初稿，
1995年春最终定稿。全书共 20章
150节，约 30万字。内容包括历史
沿革、自然环境、人口构成变化、农
工商业、名特产品、乡村建设、水利
交通、文化教育、历代著名人物、民
俗风情等，相当于一本小而全的地
方“百科全书”。

历史上修编地方志，因工程浩
大，卷帙繁多，需组织大量史志专
家，花费较多财力精力，历经数年，
才能完成。周维尧以一己之力，修
编地方志，其功卓绝千古，其历史功
绩也受到世人钦敬。

“民间修志奇人”周维尧

本报讯（通讯员 陈银儿）近
日，西坞街道组织青年干部赴区人
民法院开展“明德守法 完善自我”
专项行动，通过重温入党誓词、参观
法院党建馆与廉政台及分析反面案
例等，引导青年干部以案为鉴，警钟
长鸣。

活动中，街道青年干部与区法
院青年法官开展座谈研讨会。双方
立足各自的岗位和个人实际，开展

“对党忠诚老实”“正心明道、怀德自
重”“慎独慎初慎微慎欲”等专题讨
论，认真谈思想认识、短板不足和努
力方向。

下步，西坞街道将继续督促青
年干部夯实思想根基、筑牢思想防
线，扣好廉洁自律“第一粒扣子”，同
时奋发向上、勇毅前行，以实干实绩
扛起新担当、展示新作为。

扣好廉洁自律“第一粒扣子”

“明德守法 完善自我”专项行动开展

本报讯（通讯员 陈银儿
段凌云）“西坞的农旅融合，需要
串点成线。”“‘万亩方’核心区块
建成吸引了大量游客，针对配套
设施，如停车、餐饮等缺乏问题，
需要补短板。”……11月21日，在
政协西坞地区工委“万亩方”建设
专题民主协商会上，委员纷纷发

言，就如何以“万亩方”为底色，建设
西坞“粮”田美景献计献策。

西坞街道“万亩方”总规划面积
约 3.37万亩，按照“一轴一心一环、
三组团四片区多景点”总体布局，打
造“稻生西坞·共富田园”长三角地
区高质量共富乡村田园综合体。当
前，西坞街道已完成对“万亩方”核

心区块的农田标准化建设，重新优
化供排水系统，美化河道、“田畈
路”，并以粮田作画，进行“瞭望塔”

“创意稻田景观”及田野骑行景观步
道建设。

今年中秋国庆期间，“万亩方”
吸引游客20余万人次，但因各项配
套设施如道路、停车、餐饮等尚不健

全，西坞居敬桥、古建筑等与“万亩
方”尚未串点成线，游客游玩体验感
有待提升，旅游效益未充分发挥，人
流未形成“财流”。

政协西坞地区工委聚焦西坞农
旅融合短板，积极发挥参政议政作
用，通过前期实地调研，就如何把

“青山”变“金山”，把资源变资产，把

西坞农旅资源变成持续增加居民收
入的资产开展专题民主协商，共同
探求农旅深入融合，推动西坞“万亩
方”高效发展，形成西坞地标性“粮”
田美景良策。

“这次协商为西坞深入推进农
旅融合提供了许多值得借鉴的意见
建议，成果丰硕。”政协西坞地区

工委主任、西坞街道党工委副书记
吴辉表示，已就如何完善旅游配套
设施，形成吃、住、玩一条龙配套
供给，以及与区旅游组织、团队对
接，把西坞纳入奉化旅游线路，形
成旅游链等意见建议进行梳理，形
成具体方案并落实。

聚焦农旅融合 建设粮田美景

政协西坞工委召开“万亩方”建设专题民主协商会

本报讯（通讯员 陈银儿）近
日，萧王庙街道青云村海定公园旁
的一处老宅失火，四户居民的房屋
和财产严重受损。住户多为年过花
甲的老人，经济拮据，目前只能安置
在青云村提供的临时居住点。西坞
街道蒋家池头村乡贤、宁波赛尔集
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徐平炬获悉此事

后，决定以个人名义捐赠 20万元，
给予每户受灾户一定生活补助，帮
助他们尽快渡过眼前的困难。

拳拳赤子心，殷殷桑梓情。据
悉，徐平炬已先后为西坞街道蒋家
池头村等新农村建设、雪窦山名山
建设、西坞中学“徐平炬教育基金
奖”等项目累计捐赠近1000万元。

火灾无情人有情

西坞乡贤为受灾户捐款20万元

本报讯（通讯员 陈银
儿 段凌云）近日，西坞街
道汇川（今王家汇）王氏在
王家汇村文化礼堂举行圆谱
颁谱庆典活动。王氏宗亲及
乡贤共200余人应邀参加。

活动现场，彩旗飘展，
舞狮、舞龙及戏剧等民俗文
化表演精彩纷呈，一派喜庆
祥和景象。庆典活动分嘉宾
及宗亲致辞、赠谱仪式等。
汇川王氏始祖为周灵王之子
太子晋第五十八世孙，原籍
山东莘县，后卜居汇川繁衍
生息，至今已有三十七代，
九百余年历史。汇川王氏宗
谱共六卷本，内容涵盖谱
序、汇川形胜图、世次排
行、世系世传、家训等，集
中体现了王氏家族仁义礼
让、俭朴清白、惠民利乡的
传统美德及社会担当。此次
续修，是时隔九十余年后对
汇川王氏宗谱的再次修订补
充，也是汇川王氏宗谱第十
次续修。

族谱，记载一个家族的
世系繁衍及重要人物事迹，
是一种特殊的文献，也是一
种非常珍贵的人文资料，对
于历史学、民俗学、人口学、
社会学和经济学的深入研
究，均有其不可替代的独特
功能。

传承家风家训 弘扬传统美德

王家汇村圆谱颁谱庆典举行

本报讯（通讯员 陈银儿 吴
丹艳）近日，区文广旅体局组织一批
文化视觉作品来到西坞各村文化礼
堂展出。本次摄影展共展示了 60
件摄影及绘画作品，内容涵盖了“奉
城新貌”“古村新韵”等，用俯瞰的视
角清晰呈现了奉化日新月异的变
化。

活动现场，人们纷纷驻足欣赏，
陶醉在这场视觉盛宴中。一幅幅精
美的作品以独特的视角和生动的表
现形式，或展现了蓝天白云、绿树成
荫的生态美景，或描绘了小桥流水、

民居古朴的乡村风情，或展示了城
乡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
喜人景象。

“透过展览中的一张张照片，我
们从小镜头中窥见了奉化的巨大变
化。我们可以看到奉化新农村的变
化、城镇景观的提升、项目的加速建
设……”西坞街道文化礼堂相关负
责人表示，下一步将继续聚焦广大
群众对精神文化的需求，持续组织
开展形式丰富、独具特色的群众性
文艺活动，为全面推进西坞建设注
入精神力量。

艺术点亮乡村

文化视觉作品展走进西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