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4 FENGHUA DAILY
老人天地

■奉邑风情

■生活七彩

■奉人纪事

2019年9月11日 星期三
责编：陈培芳 版式：刘晓云 校对：胡和博 电话：88963290 邮箱：303961222@qq.com

舒志芳
清晨 5点 30分起床，6点前

到达，先绕彩色塑胶跑道慢跑 3
圈，再绕沥青慢步道快走 8 圈

……这就是凤山体育公园开园第

一天，我设计规划好的晨练观景、

尝鲜赏新的时间表。

一进大门，清新的空气扑面

而来，快乐活跃的场景映入眼帘，

一大早体育公园就洋溢着“第一

天”的氛围，蓬勃着“第一天”的气

势。6点不到，公园内已是人流

如潮、人头攒动，有人观赏美景、

品红论绿，有人抢景对镜、摄影留

念，有人慢跑快走、锻炼身体……

大家尽情地享受着华丽升级后美

丽壮观的凤山体育公园带来的新

气象。

跟随慢跑队伍跑了 4圈后，

我已是气喘吁吁、汗流满面了。

于是便停下来漫步观赏公园美

景。公园入口区域，灵动水雾、喷

泉系统与大草坪区的绿化相辅相

成、相得益彰，把整个公园妆点成

了一幅动静相宜、人景相依的美

景图。活力运动区给了我一个深

深的震撼，除了外围的彩色沥青

慢步道和内围的塑胶跑道外，这

里还设置了 2 个室外灯光篮球

场、1 个笼式足球场，还有网球

场、门球场、羽毛球场、乒乓球台

等设施。这是我，也包括相当一

部分中老年人所没有想到的。这

个崭新活力的运动区不仅延续了

原体育场的功能，还为市民提供更

齐全的体育设施和更丰富的运动选

择，满足了各年龄段的锻炼需求，让

我颇为自豪和感慨。

当我漫步至公园东面的二层建

筑区时，一位老者告诉我，这里是公

园的商业休闲区，不久将引进文体、

娱乐、培训等产业，形成繁华热闹的

商业街氛围。出于好奇，我进去一

探究竟，一眼展望，整个公园美景尽

收眼低——小桥、石河、假山、绿林、

花格、高台……不仅有各种各样的

运动场所，更有都市公园的壮观气

魄，真称得上是一道靓丽的风景线，

着实给奉化“三年大变样”增了光添

了彩！

环绕着公园外围彩色沥青慢步

道行走，遇到了不少熟悉的老友，纷

纷打起了招呼，看来大家都赶着第一

天来“讨彩头”，体验新公园的各种设

施和美景。我沉浸在一片愉快欢乐

的海洋中，健步如飞，约半个小时就

走完了8圈约3公里的路程。

7点30分，我从公园北大门返家，

大门口“凤山体育公园”六个大字镌

刻在巨石上，格外醒目。这个“三年

大变样”项目中备受关注的民生工

程，拓展了总面积，一改原先体育场

面积小、设施陈旧、功能单一的面貌，

蜕变成了集运动、休闲、商业等多功

能于一体的综合体育公园，实实在

在、真真切切地给奉化人民带来了获

得感、幸福感。

凤山体育公园开园第一天

沈永明
栖凤村地处莼湖镇东南，东

北枕高梧山，西南临象山港。古

时，高梧山梧桐繁茂，附近又有六

座小凤山，因寓有“凤栖梧桐”之

意，故村名栖凤。早在唐德宗贞

元年间已有栖凤乡之名，宋景德

三年属松林乡，明洪武二年属忠

义乡。新中国成立后又先后属梧

山乡、桐照乡。2001年 6月隶属

莼湖镇后，将原栖凤农业村和栖

凤渔业村合并成栖凤行政村。

2019年8月属莼湖街道。

栖凤村村民以沈姓为主，始

迁祖源自苏州，是苏州的名门望

族，祖上曾任户部尚书。其子沈

千一在宋嘉熙三年考取进士，任

苏州刺史。元兵入侵，沈千一率

兵英勇杀敌，当朝却听信奸佞谗

言，拒不出兵增援，最后寡不敌

众，血洒疆场。其子铨同等三兄

弟奉柩一路转辗福建后，又避难

来到象山港畔栖凤村定居。清乾

隆年间，沈氏后裔为纪念先祖为

国捐躯，世代祀奉，在村下山嘴建

起了家庙——下泽庙，庙神就是

先祖沈千一，如今修葺一新的下

泽庙依然是他们朝拜的圣地。

沈氏三兄弟卜居栖凤村后，

垦荒拓土、建家立业，并以外头祠

堂、明堂、后堂宅为各自的发祥

地。经过数百年的繁衍生息，到

了明末清初，沈氏后裔可谓瓜瓞

绵绵，枝繁叶茂，纷纷向外发展，

因村中土地稀少，只好填海造房，

逐渐形成了“三直六横”的村庄格

局。随着时代的变迁，村庄日新

月异，但古村旧貌仍然清晰可见，

纵横交错的大街小巷、青墙黛瓦

的房舍建筑、浸染风尘的庙宇祠

堂，勾勒出一幅历尽人间沧桑的

历史画卷。

大海孕育着一代又一代的栖

凤人，也铸就他们不屈不挠、勇于

拼搏的铮铮铁骨。象山港是奉邑

海上要塞，清咸丰丙辰年（1856），
倭寇入侵，栖凤村村民为抗击倭

寇，在村中狮子山、乌龟山筑起壕

沟及烽火台，自备檀树炮，同心戮

力配合官兵打击来侵倭寇，形成了

一道强有力的防御屏障，保护了一

方平安。为此，时任宁绍台道段光

清、参将陈某分别颁赠“护国保民”

“海氛永靖”匾额。清宣统三年

（1911）4月，祖籍莼湖东谢村的同盟

会会员应梦卿来栖凤村招募渔民，组

成敢死队，参加光复杭州战斗，村民

们积极响应踊跃报名。

栖凤村地杰人灵，仁人志士辈

出。如一生从医的沈朝陛，但凡族

内有艰难事，必竭力助之，对贫穷村

民，每出一方必赠一剂，为此，郡守

尚瑶赠以“济世名医”额。清嘉庆二

十三年（1818），乡人沈大模释杀孙

之人，宽容之心，仁慈之怀，被坊间

传为美谈，也被历史所记载。情系

桑梓的游子沈昌浩，为了解决家乡

人多地少的问题，曾在上世纪三十

年代上书浙江省省长，建议在狮子

口海域填海造田，造福乡民。

栖凤村依山临海，自然环境优

越，农者耕其田，渔者从其渔，是一个

典型的“渔米之乡”。史上，栖凤村村

民除了在村口“落小海”外，还从事外

海捕捞，每年二三月份渔民们远赴衢

山岛做捕捞前准备工作，直至农历六

月二十三前后捕捞结束才回家。

新中国成立后，渔民成立了渔

业协会，全村有木帆船 40只。1957
年起，渔民外出捕捞的船只由木帆

船向木壳机帆船过渡，鱼货统一由

水产局包销。改革开放后，大型钢质

渔轮替代了传统木壳机帆船，如今村

中已有各式渔船 260多艘。在从事外

海捕捞的同时，陆续开发近海网箱养

殖业和水产品的深加工，提升产业的

附加值。

除了渔民，世代面朝黄土背朝天

的农民也成了经济社会的“弄潮儿”，

他们乘着改革开放的“顺风船”，开拓

经营，多元化发展产业经济。而今村

上无论是渔民还是农民，都不再受传

统职业的束缚，自主择业，自寻门路，

投资办厂、从商经营，可谓八仙过海，

各显神通。尤其是近年来，他们依托

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倾力打造黄金

海岸的旅游品牌，以“翡翠湾海洋公

园”为依托，开辟“生态出海一日游”，

吸引众多游客来此旅游观光，体验海

风拂面、出海捕鱼生活，并由此带动

餐饮业、特色产品销售等。

伫立于村西的象山港海岸，一边

是潮起潮落的大海，烟波浩渺，似乎

可以听到历史的回音，一边是整洁美

丽的村庄，依山枕海，历经了千百年

的巨变。相信海岸人家栖凤村在新

时代的征程中必将再次扬帆启航，破

浪前行。

海岸人家栖凤村

徐心浩
前不久看新闻说我们马上要进

入5G时代，到时候通信联系会更加

便捷高速，不禁让人遥想起过往种

种。

“楼上楼下，电灯电话”这是上

世纪六七十年代人们的追求。在一

个依靠豆油灯、煤油灯、腊烛照明，

靠写信打电报传递信息，连自行车

都买不到也买不起，靠两条腿走路

的时代，今日之巨变简直是天方夜

谭式的幻想。

因为没有直接可以通话的工

具，在我工作中碰到过许多次火烧

眉毛般的事情。1972年秋冬时，新

疆兵团农一师合成氨厂急需几台大

容量电器开关和部分银铜合金材

料，我千里迢迢回到上海的老单位

上海嘉定化肥厂求援。当时这些原

材料都是国家统配的紧缺物资，化

肥厂的领导和采购人员积极帮我四

处联系，用了不到三天时间就按单

子调配齐全了，只是其中的银铜合

金一定要让新疆兵团方面打个报告

到上海，否则无法发货上路。为此，

我急需与万里外新疆的单位领导联

系，我直接跑到上海静安寺电话局

挂两元多一分钟的长途电话去新

疆。那时长途电话是有线电话，全

靠公路边和铁路边的电话线路，一

段段地通过接线员呼叫接线联通

的。从上海到新疆直线距离也得横

跨七个大省，从祖国的东方直到西

北边疆。这电话线一段段一站站一

区一县一省的连接过去，很难顺利

接通，经常是通过了几个省后因碰

到特殊情况中断了，然后必须从头

再来。第一天我就白等了一整天，

到天黑也没有打通电话，无可奈何

眼睁睁看着电话局关上大门。第二

天天没亮又去等开门挂号，继续无

休止地等待。到下午三点多时，总

算听到接线员告知说：“已经联接到

吐鲁番了。”已经接到终点省区了，

心想这回总算是能完成任务了，谁

知在过天山穿越“冰大板”的线段

中，忽然听到沿途接线员报告说：

“线路断了短时无法接通。”顿时我

整个人都麻木不知所措了，想到新

疆厂里正急等着这些设备和材料，

想到上海我母厂的领导和采购人员

百忙中为我四处奔走求援，想到两

天中天没亮顾不上吃早饭就来电话

局，到天黑电话局关门才回，自己守

在局里一刻不敢离开，生怕电话接

通时我刚好人不在场……整个人烦

闷至极。

又有一次，那是 1984年时，我

接受一项突击任务，带了十多个电

工，在戈壁滩里架设六公里多的高

压架空线，其中有一段跨距超过

500米的过河线，要钢芯铝绞线架

到离地 15 至 30 米的木头门字杆

上。人员分散又都是高空作业，工

作时相互叫不应，指挥很不方便，虽

然我动了不少脑筋，做了许多不同

颜色的小旗帜，用规定动作打旗语

解决正常情况中的联系，但在出现

反常情况时，还是手足无措手忙脚

乱了。尤其是在架那段过河线时，

河面宽，跨距太大，很是危险，指挥

不当就会造成断线倒杆人员伤亡事

故，工作中也确实因此出了几次大

小事故苗子。

这样的事例和遭遇太多了，如

今回想起来，不仅感慨，当时要是像

今天有手机就好了。

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有了

BB机，1992年后我同时为几个单

位服务就是靠 BB机相互叫呼的，

但因不能直接通话还是很不方便。

后来有了大哥大，但普通老百姓买

不起用不起，急用时也只能临时借

用一下，再后来就有了比电话还方

便的手机，很快普及到连小孩子都

有了。

想想当年，看看今天，真是天地

之差。我们大半辈子的幻想，终于

变成了现实，过去的遭遇都成了历

史。现在，太空中有了祖国的千百

颗通信卫星，时代飞跃了，祖国强大

了，我们进入5G时代了。

感慨通信之变

汪知羞
我早年在农村插队，劳力弱，

孩子多，生活艰苦。1970年秋天

接连三次去离家 40多里的山区

斫柴，因劳累过度导致支扩咯

血。当时到县城的联合诊所求

医，一位老中医对我说：“你这病

不能治愈，不用多看了。”那一年，

我刚 30岁。在以后漫长的岁月

里，我的生活发生了许多变化，支

扩咯血的病也始终伴随着我。回

过头来想想，我为什么能好好地

活下来呢？

首先大概是因为我了解自己

所患的病，虽然不能治愈，却知道

如何保养。患病之后，我不仅在

本地就医，1980年还去上海胸科

医院求医，知道动手术也难以根

治，就记着医生的话，坚决戒烟戒

酒，不要太劳累。40多年来，我

都做到了，烟酒从来不沾，特别是

退休后，不需要工作，相对轻松

些，所以咯血的次数也少了，身体

也就慢慢地好了起来。

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保持

心情愉悦，是我的第二个“法

宝”。我从学生时代起就爱写现

代诗，农村插队的艰苦岁月里，诗

仍始终伴随着我，甚至在病痛发

作之时也在读诗。1975年进了

工厂，我也没有放弃这个爱好，还

参加过诗歌笔会。如今，我还在

不断地写诗，看来这一生是离不开

诗了。写诗，没有任何功利性，纯粹

是为了爱好。但是诗可以陶冶情

操，可以使人摆脱庸俗，使人富于理

想与激情，也让我看淡了生活中的

许多事情，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我

的病情。

最重要的，就是让自己关注美

好，多做好事，奉献社会。从企业退

休之后，我并没有无所事事地在家

休养，而是以积极的心态投身社会、

服务群众，并从中获益。我为自己

所在的村义务出黑板报，参加村里

暑期假日学校的教学，参加奉化“两

学一做”红色讲师团，为孩子们买文

具、排演节目，发起了村红十字会小

组等等。多年来，群众对黑板报的称

赞，孩子们见面时一声亲热的“汪老

师”，村民们的一声“谢谢”，企业年轻

党员的那句“永远的书记”，理论宣讲

时台下的阵阵掌声……这一切，都成

了我的精神支柱，使我感到由衷的快

乐，仿佛自己成了一个不会衰老的

人。

我没有学过医学知识，没有参加

多少健身活动，也不大服用保健品，

只是把饭后散步、自留地种蔬菜当作

消遣，但近半个世纪来，就这样与支

扩咯血病“和平共处”着，它不会痊

愈，也没有夺去我的生命，我就这样

在农村学习着、奉献着、快乐着，一年

又一年。

与疾病“和平共处”

■我的故事

龙腾图 康品凤 摄

巧手生花谢师恩
“教师节快乐！”在第 35个教师节到来之际，奉化老年大学工作人员和

学委会干部来到教室，把学校学员、志愿者、工作人员代表一起亲手制作的

花朵和祝福送到每一位教师手中。 通讯员 马雪红

何平尔 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