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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手记

陈培芳
小时候，笔者家住农村，最开心的事情莫

过于跟随父母进城购物。然而，在物质匮乏

的年代，这样的机会屈指可数。印象中，只有

每年春节前夕才能来奉化城区“临市面”，父

母会在惠中商城给我添置过年新衣，在状元

楼商场购置些日用品，在新华书店替我挑选

几本课外读物，如果有时间，还会带我去南山

路和惠政路交界处的华谊大厦坐个观光电梯

开开眼界……

再大些，来城区求学，周末不用上晚自习

的日子里，喜欢约上好友去惠政路的夜市逛

一逛，买些自己喜欢的小东西及生活用品，在

喧闹的人群中感受惠政路的繁华与生机。

大学毕业，我的第一个工作单位就在惠

政路附近，彼时的惠政路已经改建成步行街，

花岗岩的路面，供行人休息的凳子，路中间有

花草，路口有惟妙惟肖的铜像，熙熙攘攘的人

群，惠政路俨然成了奉城市民的购物中心。

这是作为 80 后的笔者对老惠政路的全

部印象。最近几年，因为各种原因，前往惠政

路逛街的次数屈指可数，每次都是匆匆路过，

不曾细细探究。前几日因为需要采写此篇报

道，笔者跟随原中国百货公司奉化县公司书

记张汇达老人的脚步，走进了惠政路，在老人

的讲述中，重新品味和探究了惠政路的前世

今生。听着耳边时不时传来的“因为拆迁，商

品全部低价处理”叫卖声，看着店铺外面鲜红

的“拆”字，笔者心中感慨万千，这条承载了几

乎所有奉化人记忆的商业街，又将迎来新的

蜕变。

张汇达老人在惠政路上工作了一辈子，见

证了惠政路从无到有的整个过程，如今现存的

许多建筑物里，都有老人的记忆和心血，面对即

将到来的拆迁和笔者表现出来的怀旧伤感，这

位年逾 90 的老人反而显得淡定和坦然，他说：

“现在的年轻人总喜欢怀旧，追忆往事。时代总

是不断前进的，我们在回味过往的同时，更加需

要期待未来的建设发展，只要这条路还在，奉化

人的情怀就永远不会消失。”

是啊，将过往岁月留存在自己心中，用期

盼、开阔的心态去迎接即将到来的新生，岂不更

好？

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我们庆幸惠政

路过往可忆，同时更加坚信她未来可期！

过往可忆，未来可期

最近一段时间，“老惠政人”王建平心里一

直盘算着去一趟惠政路步行街，因为他听说步

行街要拆，所以想趁着拆迁之前，用相机记录这

条街道的一些事物。对于他来说，惠政路不仅

仅是一条城市道路，更是一条伴随自己平生岁

月的道路。

回忆起曾经的时光，王建平有讲不完的故

事。

1961年的一天，王建平在惠政东路（当时

叫横街东端）的公立医院出生，从呱呱坠地到长

大读书工作，再到自谋创业，王建平与惠政路结

下了不解之缘。

王建平是土生土长的大桥人，父母是当时

奉化食品厂的职工，从小他就随着父母住在惠

政大桥附近，对于惠政路两侧的岁月，如今已年

将一甲子的他仍记忆犹新，他记得金光饭店里

的光面包子馄饨，记得以毛主席诗句“飞雪迎春

到”为名的迎春商店和飞雪冷饮店，记得哪个店

铺曾经是肉店、秤店、照相店，更记得在惠政路

发生的儿时的青葱岁月。“小时候家里条件还可

以，双职工父母平时会给我些三五分零用钱，我

喜欢看书画画，小人书 5分到 1角一本，我几乎

把所有的钱都花在购买新书上，如今我还藏了

些。那时候新华书店在惠政东路接近直街附

近，店里的营业员几乎都认得我，有的还成了朋

友。”

1977年，王建平进入位于惠政东路 2号的

煤矿设备厂担任文书，在厂 16年，他每天上下

班都需要穿过整条惠政路，回到住在城里厢的

父母家和自己在城基路的新家。当时的国营与

大集体企业都需要承担起宣传新政策的任务，

王建平所在的煤矿设备厂也不例外，作为文书，

他组织企业活跃人员进行宣传游行、灯会游街

等活动，惠政路作为当时奉化城区的主要商业

中心，每次活动都是必经之路。

上世纪 80年代初，惠政大桥西已经店肆林

立，水产公司、文具店、国营饭店、春光照相馆、

工农兵电影院，五交化商店、华侨商店等簇拥街

道两旁。改革开放后，那些曾被冠之海外关系，

唯恐避之不及的华侨和他们国内的亲属们，终

于可以光鲜亮丽地自由往来了。随之而来的，

便是他们带回来或从国外寄给国内亲戚的汇

款。有了外汇款，就有了侨汇供应券，专为这些

人服务的华侨商店便应运而生。相对物资贫乏

的时代，市场物资供应虽然丰富了不少，但一些

紧俏商品也不是想买就能买到的，反观华侨商

店，商品琳琅满目，特别是家电类应有尽有。为

了购买那台在华侨商店里的 20寸索尼牌彩电，

王建平几经波折。“华侨商店是后来开起来的，

几乎每个人都向往去那里买一样东西。那台彩

电我买来是要结婚时用的，所以想尽了办法。

我记得那时候工资才 30多元一个月，而索尼彩

电的价格是 1650 元，另外还需要 150 张侨汇

券。我家没有华侨亲戚，所以我以一元一张侨

汇券的价格购买了 150张，最终那台彩电花了

我 1800元，导致没钱买其他家电而被父亲痛骂

了一顿。”

上世纪 90年代初，国营集体企业转制大潮

来袭，国企人员下岗后自谋职业，王建平也是其

中一员。后几经转折，为自谋职业有办公地，他

情有独钟地集资贷款购置了在惠政路原二轻局

下的一幢大楼中的其中一层，开了一家广告装

饰公司，继续坚守在这条承载了他所有记忆的

老街上，直到前几年该地块拆迁改造。

“我爱好摄影，每次惠政路改造拆迁之前，

我都会去拍些照片，算是给自己留一个回忆，所

以保留了许多惠政路的老照片，有时候空下来

了就会翻阅一下。步行街要拆迁了，新的惠政

老街商业街区也即将完工，里面的一砖一瓦、一

草一木、一楼一宇都充分展示民国历史风貌、民

国建筑特色和民国市井城市形象，让人心生向

往。相信未来，惠政路会以崭新的姿态出现在

我们眼前，成为奉化一个新的商业中心。”面对

即将脱胎换骨、焕然一新的惠政路，王建平看到

了这座城市的理想在慢慢地变成现实，正如惠

政大桥两岸的县江水一样拍打着奉化人的心

岸。

一个老惠政人的岁月往事：走过街巷从孩提到知天命

记者 陈培芳

路是一座城市文化的重要源头，是城市永续发展不可忽视的根本。每一座城市，都有一条属于这座城市的路，记录着一座城市的

历史记忆，倾听着这座城市前进的脚步。

在老奉化人眼里，这条路就是惠政路，它承载着奉城复兴与崛起的梦想，也期许着奉城未来更美好的愿景。她的发展，是新中国成

立以来奉化城区一路走过的辉煌与成就的缩影，从中折射出这座城市的飞跃发展以及带给市民百姓真真切切的获得感。在新中国成

立70周年之际，这条承载了奉化人深刻记忆的老街，也迎来了全面改造，正在悄然地发生着变化，惠政东路道路拓宽了，步行街即将迎

来拆迁，充满民国风情的惠政老街商业街区项目不久之后将与市民见面……

本期，让我们穿越时光，品味惠政路的前世今生。

一条惠政路，一座城市的记忆与故事

“1959年11月，我从部队转业到奉化，直至

离休一直工作在惠政路上的百货、五交化两家

公司，那时大桥的商业集中在惠政大桥东岸的

横直两条街上，大桥西头基本没有什么商店，除

了居民和农民的居住地外就是大片的农田。商

业重心由桥东向桥西转移是从 1960年 10月奉

化百货商场落成，同时成立中国百货公司奉化

县公司和中国烟糖公司奉化县分公司开始的，

我管理的那些商店，除药店外一夜之间都搬至

新的商场营业……”前不久，记者收到了一份老

年人手写的投稿，洋洋洒洒的五页手稿，老人讲

述了自己与惠政路的故事和情感，文字简朴真

挚，却把人带回了几十年前的惠政老街。手稿

的落款只有“张汇达”三字，经过多方打听，记者

辗转找到了这位老人，原来张汇达老人就是原

中国百货公司奉化县公司书记。

日前，记者跟着张汇达老人的脚步，重走了

一趟惠政路，在老人缓缓讲述中，穿越到了建国

初期的那个年代。

一条城市道路的命名总会因循一定之规，

始编于 1983年的《奉化县地名志》对惠政路有

如下记载：“惠政路原名人民路，东西向，东起新

丰路煤球厂，经惠政桥，西至中塔路锦屏山脚，

因路经历史悠久之惠政桥，故于 1982年 3月改

名为惠政路，为大桥镇内贯穿东西的主街。各

大商店、邮电局、银行、新华书店、电影院、饭店

等均在此街。”由此可见，很早之前，惠政路作为

商业中心的地位已经形成。

与张汇达老人一起走在惠政步行街上，放

眼望去，两旁都是各式商铺，营业员的叫卖声和

店铺门口的音响声起此彼伏，一派繁华热闹的

景象，购物者几乎都能买到自己需要的商品，但

谁能想到，上世纪 60年代初，集市大多集中在

惠政桥以东的老街区，桥以西尽是农居和大片

农田，东西南北都是田埂路，只有手拉车能勉强

通过。

1960年，惠政路的建设拉开序幕。当时奉

化汽车站迁址至如今的惠政路与南山路交叉

口，从各地进城的乘客下车后要穿越这片田埂

路才能到达惠政大桥东侧的“一、六大桥市”。

走的人多了，田埂路就热闹了起来。1960年 10
月位于惠政路与桥西岸路交叉口的百货商场落

成；1975年位于惠政路和广平陆交叉口的五交

化商场落成；1984年位于南山路与惠政路交叉

口的奉化商业大楼建成，1990年，当时的奉化

第一高楼华谊大厦落成……由此，惠政路就有

了东路和西路之分，奉化城里最繁华地段以惠

政桥为中心，商贩沿街设摊、吆喝声不断，夜市

兴旺，其繁华程度可以说是现代版的《清明上河

图》。“当时百货公司与光明大队农民居住的住

宅很近，所以商场与农民的关系相处得很是融

洽，他们农忙归来总会笑着跟营业员打招呼，闲

暇时间，他们喜欢在商场大楼下的阴凉处休息

乘凉，也有人把砍回来的柴火堆放在商场楼下，

营业员也不会去驱赶。”回忆起当初的岁月，老

人眼里有光。

“电影院不在了，华谊大厦成了‘南苑 e
家’，奉城人民叫了 40多年的老商场早已拆除，

我参与建设的五交化商场和商业大楼不久也将

拆除，我们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是如此之快，奉城

的商业中心惠政路必将更加繁荣。”采访结束

时，看着商业大楼的几幢建筑，老人感慨道。

一条道路的城市记忆：穿越时光从无到有

俯瞰新惠政桥俯瞰新惠政桥 方亚琪方亚琪

老惠政路上的奉化商业大楼老惠政路上的奉化商业大楼 方亚琪方亚琪

惠政路步行街惠政路步行街 陈培芳陈培芳

老惠政桥老惠政桥 方亚琪方亚琪

原奉化市迎春商场原奉化市迎春商场 王建平王建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