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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黄 合
通讯员 勇祖轩

“有了信仰，就不会被历史所
磨灭，不会被后人所遗忘！”这个
清明，已是北仑在线网友“京华”
等人第 9次来到北仑霞浦街道长山
岗上进行祭扫。带上一束黄菊，新
添一抔黄土，寄托的是对一位早期
革命者的敬仰和哀思。

在长山岗南侧两棵高大的冬青
树下，半米来高窄窄的墓碑乍眼看
去毫不起眼，凹凸不平的石板上刻
的是“泉张公墓”几个字。这里，
是我市最早的中共党员张人亚的

“衣冠冢”，里面没有骸骨，只是作
为一个山穴，为如今唯一存世的

“中国共产党第一部党章”原始中
文文本提供了安身之处。

“二伯父没有留下后人，甚至
连骸骨都没有留下，但是他把精神
留下了，注定不会寂寞。”86岁的张
时华拄着登山杖站在坟前，银色的
头发随着春天的暖风微微飘动。在
过去数十年时间里，张氏后人一直
在苦苦追寻着二伯父的音信下落。

1927 年冬天的一个午后，张
时华的母亲曾看到久未归家的张人

亚回家，随后天色渐晚，张人亚的
父亲张爵谦拎着一大包东西来到屋
前的菜园，那是停放张人亚早逝妻
子棺材的草棚。随后几天，张爵谦
向村民佯称，不孝儿子在外不归，
恐怕早已死了，在长山岗上修了一
座墓穴，还特意在墓碑上少刻了一
个“静”字。

新中国成立后，耄耋之年的张
爵谦没有等来二儿子的任何消息，
这才叫来三儿子张静茂，把事情的
前因后果告诉他。1927 年，白色恐
怖笼罩上海。党的重要文件资料的
安全难以保证。张人亚便将材料带
回老家，委托给思想开明的父亲。张
爵谦将其用油纸包好，偷偷塞进了
衣冠冢的棺材里，从不向外透露一
字。

在这些秘藏山穴的材料里，有
包括《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
大会决议案》在内的国家一级文物
16 种 ， 另 有 二 级 、 三 级 文 物 10
件。其中，除了二大决议案全文，
还有二大制定的第一部《中国共产
党章程》。据相关人士考证，这已
是唯一存世的“中国共产党第一部
党章”的原始中文文本，是极其珍
贵的档案文件。

“党史办的专家告诉我们，说
二伯父是中共第一部党章的‘守护
人’。但对于我们来说，找到二伯
父的下落，是祖父和父母弥留之际
的最后心愿。我们也是在不断找寻
的过程中，感受到老一辈革命者坚
定信仰的力量。”张时华说。

2005 年，历经周折的张氏后
人终于在江西瑞金找到了中华苏维
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机关报《红
色中华》刊登的悼词，也找到了二
伯父的下落。这名 1898 年 5 月 15
日出生、1921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的坚定共产主义者，早在 1932 年
12 月中央苏区遭遇第四次“反围
剿”之际，就在瑞金赴汀州的路上
病故，时年 33 岁，至今没有找到
他的骸骨。

2009 年，张时华等人将二伯
父的事迹发到了北仑在线网站上，
立即引发了网友的热议，大家都深
深地被张人亚的事迹所感动。

“这样的一名共产主义者，不
应该被湮没，他是宁波的骄傲，他
为革命付出了很多，我们应该纪念
他，多来看看他。”从此，每年清
明，这个数十年无人问津的坟墓，
会迎来一批批的祭奠者，他们满怀

敬意，深切缅怀。两棵高大的冬青
树下，学生亲手叠好的小白花，网
友献上的黄菊花，都会静静躺在坟
前，表达着后人的敬意，诉说着后
人的哀思。

“一直默默无闻的伯父，再也
不会孤单了。”张时华说。在长山
岗对面张人亚出生的霞南村，已修
复了张人亚故居，开辟了专门的展
览室。基本上每天会有人走进这个
小小的四合院，听一听这个年轻的
共产主义者的故事。

链 接

张人亚 （1898－1932），原名
守和，字静泉，霞浦人。1913 年
到上海凤祥银楼当金银首饰制作工
人。1921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
上海最早的工人党员之一，也是最
早的宁波籍中共党员。领导过上海
金银业工人大罢工。1930 年从事
为党中央筹集活动经费方面的工
作，后又担任中国革命互济会全国
总会主任。1932 年初调入中央苏
区，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
政府中央工农检察委员会委员、中
央印刷局代局长，6月又任中央出
版局局长兼总发行部部长。

长山岗上的宁波骄傲
市民自发缅怀首部党章“守护者”张人亚

本报讯 （记者殷聪 海曙记
者站张黎升 通讯员阮野）“一个
工位号便能注册一家企业，太方
便了。”日前，宁波星图唯爱信息
技术有限公司负责人郭海来到海
曙区市场监管局，在行政审批窗
口顺利领取到“工位号注册”企
业登记证书。自今年 2 月海曙试
水“工位号注册”企业登记模式
后，已有 9 家小微企业以该模式
进行了登记。

“小微企业经营场所登记要求
严格，不少小微企业因难以提供
场地权属证明导致登记困难。”
海曙区市场监管局相关负责人表
示，随着新型创客群体的不断涌
现，经营场所成了制约小微企业
发展的一道门槛。

“工位号注册”是我省商事制

度改革中一种新型住所登记模
式，是“一址多照”“集群注册”
等住所登记新理念的自然衍生。

“该模式为小微企业节省了时间与
空间成本，为小微企业发展助
力。”该负责人说，目前该机制主
要面向电子商务、软件开发等无
需大面积生产经营场所的新兴行
业创业者，创业者可直接将统一
办公场所中具体编号的办公位置

（即工位号） 进行住所登记。
据悉，位于中宪巷 8 号的八

集创业园已正式申请成为海曙区
首个实行工位号登记的创业园
区，并在创业园 7 楼向区市场监
管局备案了 1000个工位，用于支
持大学生首次创业。下一步，海
曙将进一步推广“工位号注册”，
助力小微企业创业创新。

一个工位即可注册一家企业

海曙试水“工位号注册”
助力双创

近日，位于象山晓塘的宁波和信制药设备有限公司组装车间内，技
术人员正在检测即将运往印度的新型多效蒸馏水机。据悉，该款蒸馏水
机采用多项自主创新技术，能有效降低能源消耗、提高蒸馏水品质、减
少微生物污染风险等，填补了国内多项技术空白。

（徐能 励建挺 摄）

甬产蒸馏水机 填补国内空白

本报讯（记者项一嵚 通讯员
徐立云 胡侠薇） 隆隆机器声从镇
村的居民区挪到了宽敞亮堂的厂
房，有的经营者忙着加工产品，有
的还在改造新厂房，近日开园的慈
溪市掌起镇五金模具创新中心一派
欣欣向荣。

此处是掌起镇五金模具创新中
心 的 一 期 项 目 ， 总 投 资 5700 万
元，用地面积 30 余亩，建有 10 幢

标准厂房，目前已有 93 家小微企
业签约入驻。“别看规模小，这个
行业可是我们镇不少老百姓的钱
袋子。”掌起镇工办相关负责人介
绍，全镇小五金企业的年产值约
为 30 亿元，但大部分相关小微企
业分散在村镇各处，生产时带来
的噪音和油污让周边百姓不堪其
扰。

既不能坏了小城镇环境综合整
治的大事，也不能一关了之。通过
收集各方意见，掌起镇决定疏堵结
合，另辟园区，通过科学规划，率
先启动低小散块状行业整治。经过
近两年的整治提升，全镇关闭不达
标企业、作坊 80 余家，搬迁 90 余

家，整治提升 100余家。小城镇环
境综合整治工作全面铺开后，该镇
小五金行业开启集聚整合“加速
度”，除了已经投用的一期厂房，
占地 21 亩的二期厂房正在加紧兴
建，目前已有 60 余家小微企业签
约入驻。

“周围百姓不再有闹心事，企
业经营户也得到了实惠。”掌起镇
工办相关负责人欣慰地说，不少周
边乡镇的小五金企业经营户也慕名
而来，希望搬入二期厂房。这里不
仅有完善的水电、道路等基础设
施，还有掌起镇委托专业第三方公
司安装的排污设备。“集中经营，
还能帮助整个行业走上良性竞争的

路子。”慈溪市双跃五金厂负责人
说，镇上有 20 多家生产耳机金属
配件的小微企业，以前经常搞价格
战，害得大家挣不到钱，“现在这
些小微企业统一搬进了我们厂里，
大家成立了联盟，统一定价好处
多。”

“工业 地 产” 的 需 求 越 来 越
大 ， 环 境 整 治 的 步 伐 也 越 来 越
快。今年，掌起镇计划利用经营
不善企业的闲置土地，开发总面
积 87 亩的“小五金创业园”。针
对其他行业的“低小散”企业，
该 镇 还 将 逐 步 规 划 150 余 亩 土
地，为这些小微企业提供规范整
洁的成长平台。

打出环境整治与特色产业“双赢牌”

掌起五金模具创新中心人气旺

鄞州白鹤卫生服务中心的党员志愿者近日走进孔雀社区，为外来保
洁员进行全面体检，并就保洁员的健康需求征集小小“微心愿”。

（丁安 潘宁宁 摄）

体检送关爱

本报讯 （记者陈朝霞 通讯
员王瑾琛） 近日，海曙区白云街
道与辖区内宁波市科技治水园区
的一家专业治水公司签订了剿灭
劣 V 类水体雨污管检测框架协
议，这是海曙区首次在街道层面
试水引入社会第三方力量开展专
业排查检测工作。

据悉，白云街道辖区内共有
河道 13 条，包括区级河道 7 条，
街道级河道 6 条。白云街道相关
负责人告诉记者，街道将选取后
王河、管江岸河等 4 条河道进行
首批试点，通过污染源排查、截
污纳管等步骤，尝试小机器人疏
通水质监测等多种专业技术，全

面排摸出各类污染源，并通过截
污、清淤等多种手段，切实提升
辖区各河道水质。

目前，白云街道有街道、社
区 护 水 队 12 个 ， 有 队 员 240 余
名。近一个月以来，街道争分夺
秒，挂图作战，在引入专业社会
力量的同时，与各社区完成剿灭
劣 V 类水责任状签订，重新调整
并明确全街道 13 条河道的街道
级、社区级河长，成立剿灭劣Ⅴ
类水综合指挥部。首批 4 条试点
河道、第二批 9 条河道，将分别
于 4 月、5 月中旬完成专业排查，
当月下旬有针对性地明确治理方
案。

白云街道引入第三方力量
助剿劣Ⅴ类水

本报讯 （记者徐欣 通讯员
陈灵燕 许耀立） 近日，江北区
洪塘街道综合行政执法中队在巡
查中发现，机场高架保国寺出口
处有一处新偷运来的建筑垃圾。
该路段行人稀少，目击证人难
寻。中队随即联系区智慧城管中
心，调取视频监控，分析作案路
线，当天就锁定了一辆白色货
车，并通过技术手段确认了车辆
信息，事发第三天就成功将其查
扣。

在这次快速破案中，“有图
有真相”的视频监控发挥了重
要作用。去年以来，江北区大
力开展智慧城管互联互通机制
建设，智慧城管平台与区综合
视频监控系统联网，在主要道
路 和 城 管 热 点 区 域 建 设 “ 定
点、控面、成网成线”的立体
监控网络，实现警务联动，情
况互通。目前一期已正式投入使
用，一张城市管理的“天网”已
基本织就。

在智 慧 城 管 中 心 的 指 挥 大
厅 ， 8 块 大 屏 幕 传 输 过 来 人 民

路 、 槐 树 路 、 来 福
士 地 铁 站 等 周 边 的
实 时 情 况 ， 图 像 清
晰 流 畅 。 工 作 人 员
熟 练 地 操 作 着 摄 像

头进行巡视，“这些摄像头可以
监控全区 1000 多个点位，现在
通 过 视 频 监 控 和 执 法 队 员 联
动，每月可快速处置城市管理
事部件问题数千件，执法工作
效率大幅提高，街面也更加整
洁有序。”

据介绍，不同时间段重点监
控点位也不同，如早晚高峰监控
学校、地铁线周边，白天上班和
周末时间则重点监控主次干道周
边，夜间则重点监控渣土码头、
建筑工地、老外滩商圈周边等。
同时，视频监控还可以对潜在的
违法行为进行威慑，对于存在争
议的违法行为，监控录像画面更
是有力的证据。

今年，江北区还将推进城市
管理“天网”二期建设，探索非
接触性、非现场执法等新模式，
缓解人力不足等难题，保障执法
人员人身安全。届时，各综合执
法中队将建设智能化监控，执法
队员足不出户就可以实时监控全
域动向，并利用大数据，精准防
范和打击违法行为。

偷倒垃圾无处遁形

江北编织城市管理“天网”

本报讯 （记者王岚 通讯员
郁瑛） 不久前，150 余名志愿者
在镇海区后海塘生活垃圾填埋场
新植了 2300余棵夹竹桃，绿化面
积5000余平方米。

站在植树基地放眼望去，除
了身后的化工区，周边已是绿油
油的一片：地表覆盖的麦冬长势
正旺，墨绿色长条叶片如菊瓣般
绽开，在阳光下闪着油光；远处
是成片的夹竹桃林，棵棵健壮挺
拔。

区城管局相关人员介绍，这
里曾是镇海区唯一的垃圾填埋
场，全区生活垃圾基本倾倒在
此。经过多年填埋，平均垃圾层
厚度约 4 米，“以前没有排水渠

道，渗滤液长期流淌并淤积，对
环境及周边地块持续发展造成不
小影响。”

随着垃圾场逐渐饱和，2014
年 10 月，镇海区城管局开始对
20 万平方米的垃圾填埋场进行
修整，包括修建给排水系统等
设施，将渗滤液统一引入排污
系统，并安装 46 根导气管，及
时排放沼气。工程一期约 16 万
平方米目前已全部覆土，除小
部分预留用于义务植树，其余
均种植上了适合粗放生长、吸
附 有 害 气 体 能 力 较 强 的 植 株 。
剩余的 4 万平方米，目前仍作为
道路机扫垃圾、家庭装潢垃圾
填埋场地。

垃圾填埋场变身绿地花海

昨天，甬城天气继续
晴 好 ， 最 高 气 温 达 到
25℃。在天一广场，不少
爱美的女性换上了色彩靓
丽的“轻装”，清凉出行。

（周建平 摄）

气温上升
清凉出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