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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 代 报 人 对 话两 代 报 人 对 话

记者 张正伟

【人物名片】
范伟国，人民日报社高级记

者。1951 年出生，1980 年进入宁
波日报社，从事经济报道，担任
工 交 财 贸 部 副 主 任 、 城 市 部 主
任。1992 年奉调至中共宁波市委
宣传部、人民日报社工作，曾任
人 民 日 报 社 华 东 分 社 副 总 编 兼

《国际金融报》 社长、人民日报社
上海分社副社长等职。

在宁波日报社工作期间，范
伟国以敏锐的眼光捕捉宁波经济
变迁，通过一篇篇反映现实的稿
件为改革开放鼓与呼，为群众解
忧纾困。1981 年采写的 《源康坚
持 23 年办好裁片柜》 获得浙江好
新闻一等奖，成为报社首位浙江
新闻奖获得者。之后采写的 《一
菜一汤四两饭花钱三角三》《设
计，明天的市场》 获得浙江好新
闻二等奖。《用眼睛“写”新闻》
一文荣获中国新闻奖。

小笔头写大时代

1980 年春天，范伟国进入宁

波日报社，在工交财贸组从事经
济报道。那时宁波的商业企业主
要 集 中 在 三 江 口 ， 改 革 春 风 吹
来，一切发生了变化：国营商场
搞承包，个体开起了小饭店，永
远只有一种表情的营业员，脸上
有了笑容……

范伟国迈开双腿，进菜场、
逛商场、下馆子，捕捉市场的每
一次脉动，报道甬城经济的每一
点变化。

记者： 范 老 师 ， 人 们 常 说
“走遍天下，不如宁波江厦”。作
为外地人，或者 80 后的宁波年轻
人，都对改革开放之初的宁波充
满好奇，你能不能为我们重温那
段岁月？

范伟国：现在的宁波，商场
超市处处有，但在 20 世纪 80 年代
初，宁波只有江左饭店和几家国
营百货商场。随着改革开放，宁
波迎来了商业变化的时代：国有
商业尝试走向市场，个人可以办
实体商业，合资商场也慢慢多了
起来⋯⋯

时代的变动，为经济报道提
供 了 多 元 视 角 。 记 得 1980 年 8

月，部里领导派我去东钱湖莫枝
镇采访一家集体饭店与国营饭店
同台竞争的事，我去了后有了新
发现：一家待业青年开的饮食店
也经营得不错，与这两家饭店竞
争毫不逊色。回来后，我写了通
讯 《莫枝镇上三花争艳》，不但上
了 《宁波日报》 重点版面，还受
到 省 、 市 相 关 部 门 的 重 视 ， 被

《浙江日报》 转载。
时代重塑宁波经济，许多引

领风气的商业模式就是在那个时
候 萌 芽 的 。 比 如 ， 1980 年 ，“ 二
百”就营业员与顾客发生争吵展
开服务大讨论，列出 5 条整改意
见。如今看来，或许这就是“二
百 ” 长 盛 不 衰 的 原 因 。 再 比 如
1981 年，全市 15 家商业厂店试行
经营责任制。1991 年，华联商厦
拆除柜台开架销售。这些，都引
领了潮流。作为记者，能够见证
并报道，是一种幸运。

记者： 范 老 师 ， 正 如 你 所
说，时代重塑经济，现在进入了
互联网时代，你觉得宁波的商业
应该如何发展？

范伟国：万变不离其宗，我
认为商业的发展，离不开传承与
创新两大关键词。互联网时代 ，
商业竞争更加激烈，但机遇也更
多。宁波商业首先要适应时代做
好创新文章，其次要把宁波长期
形成的以诚实守信、热情豁达、
精明细致等为代表的商业精神传
承好，形成新的竞争力。

记者：经济报道一直是 《宁
波日报》 的重点，这两年宁波正
在建设国际消费城市。你能不能
结合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工作
的经历，介绍媒体如何推动城市
经济发展的经验？

范伟国：我也关注了《宁波日
报》在这方面的报道，写得非常好。
党报应该与时代相呼应，在推动城
市经济方面发挥作用。宁波商业有
着童叟无欺、秤准量足、包退包换
等优良传统，《宁波日报》可以结合
一些百年老店的报道，加强老底子
商业传统的宣传推广，还可以利用
宁波通江达海的优势，推动富有地
方特色的山乡产品和海味产品市
场建设，建成与上海“洋码头”相媲
美的宁波“海码头”。

“柴米油盐”见温情

湖东百货商店乐于经营分厘

钱的小商品、开明豆腐工场薄利
也大干、阿毛饭店六角钱就能吃
上红烧塘鱼……范伟国的稿件中
多“柴米油盐”，经常为商家关爱
百姓、服务优质叫好。

做一名有情怀的记者，感知
生活冷暖，传递媒体温暖，范伟
国在宁波日报社工作的 12 年，一
直坚守这样的初心。

记者：读你的获奖作品，觉
得题材虽小，但很有温度，能不
能请你谈谈写这些稿件的出发点？

范伟国：改革开放初期，新
理念、新模式与传统的商业坚守
激烈碰撞，人们面临一些取舍 ，
比如，商品价格完全可以按照市
场法则上涨，销售出去就好，还
要像以前那样服务到家吗？

我认为，发展市场经济是对
的，但也不能置消费者于不顾：
价格上涨了，但是不是要考虑百
姓的承受力？买卖自由了，但服
务热情不但不能丢，反而要发扬
光大。

1981 年 ， 我 到 源 康 布 店 采
访，发现虽然“裁片卖一叠，不
如呢绒卖一尺”，但源康人坚持为
市民提供这些零头碎脑的服务，
体现了宁波商人顾客至上、节约
细致的精神，“剪刀头下省棉布，
生 意 虽 小 意 义 大 ”， 值 得 宣 传 。

《一菜一汤四两饭，花钱三角三》
同样如此，只要不亏本，一家商
业企业要尽可能以顾客为中心，
薄利多销。

记者：今天，我们这些年轻
记者也在尝试从新的角度、新的
题 材 报 道 宁 波 经 济 的 变 化 ， 比
如，今年疫情防控期间，我们推

出了“化危为机，触摸宁波消费
新脉动”专题报道；去年，我们
策划推出了“寻找宁波城市伴手
礼”活动等。范老师，不知你对
我们的这些做法怎么看？

范伟国：这些做法很好，每
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需求，传承
老字号、挖掘新业态也是互联网
时代经济发展所需要的。商业发
展的步伐非常快，新闻宣传要善
于发现新变化，写出好新闻。

多看勤思方有获

田野调查、出书写文章、更
新公众号……退休后的范伟国似
乎更忙了，从 2016 年开始，他保
持 着 每 年 出 一 本 书 的 节 奏 ， 今
年，继 《诗词岁月》《浮生记趣》

《浮生记闲》 后，《浮生记悠》 又
将摆上书架。

甬上作家严凤菊读了 《浮生
记趣》 后，称赞范伟国“归来依
然是少年”。笔耕不辍，是范伟国
退休生活的一种方式，又何尝不
是对年轻记者的一种为人师范？

记者：范老师，除了获奖的
几篇作品外，我发现你写的 《入
夜，东门口别有一景》《百年老
店俏争春》《湖东百货商店乐于
经营分厘钱的小商品》 等稿件 ，
让 人 感 觉 到 你 一 直 走 在 基 层 一
线。现在我们也在倡行记者要践
行“四力”，提升职业素养与工
作能力，请你给我们传授一些经
验。

范伟国： 跑 经 济 的 记 者 要
“ 会 生 活 ”， 要 多 走 多 看 。 锻 炼
“四力”，脚力是基础，多跑才会

发现新事物，打开思考的空间。
我 在 宁 波 日 报 社 做 记 者 时 ，

基础比较差，带我的肖容和吕宪
平两位老师教育我要多下基层。
那几年，我天天跟在两位老师后
面 跑 ， 去 四 明 山 革 命 根 据 地 采
访，一连七八天吃住在乡下；早
市逛菜场，夜市逛商场，发现问
题就到一线去找答案。

记者：我们也经常赴现场采
访，在写作时却发现题材太多，
整理不出重点。在这方面，你可
以指点一二吗？

范伟国：记者工作想有所突
破 ， 要 学 会 多 思 考 ， 做 “ 聪 明
人”。1984 年春，谷牧来宁 波 调
研 ， 当 时 市 里 有 领 导 提 出 利 用
北 仑 深 水 良 港 优 势 建 立 大 型 钢
铁 冶 炼 企 业 ， 当 场 就 有 一 位 老
者 表 示 反 对 。 这 位 老 者 是 一 名
水利专家，他通过详实的数据来
支撑观点。

这件事深深触动了我，发现
记者不能只会跑新闻，还要会思
考、有主见。记得当时的 《宁波
日报》 总编何守先对我说：“写消
息和通讯只是记者的基本功，会
写 评 论 才 能 知 道 新 闻 的 精 华 所
在。”20 世纪 80 年代中后期，我
在 经 济 报 道 中 注 重 写 市 场 观
察、采访札记和经济评论。1991
年 ， 我 在 市 区 发 现 了 一 家 工 业
设 计 事 务 所 ， 认 为 这 是 个 新 鲜
事 物 ， 宁 波 需 要 更 多 这 样 的 业
态 来 推 动 传 统 经 济 转 型 升 级 ，
于是写了篇采访札记 《设计，明
天的市场》。当年，这篇稿子获得
了浙江好新闻奖。这是我进入宁
波日报社 10 年后再次获大奖，非
常高兴。

感知生活冷暖感知生活冷暖，，传递传递媒体温情媒体温情
——访人民日报社上海分社原副社长范伟国

1986年，范伟国 （中） 采访来宁波考察投资的外商。 （受访者提供）

范伟国旧照。 （受访者提供）

夏秋萍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转瞬
间，我从军已 41 年了，37 年前我
怀揣着光荣与梦想，从军校毕业
来到宁波，成为海军航空兵的一
名气象预报员。战机翱翔在祖国
的海空，为祖国护航，我为战机
保驾，观云测雨。

记得第一次与 《宁波日报》
邂逅是 1988 年 9 月 14 日。那时，
参加工作不久的我，在国家专业
刊 物 上 发 表 了 论 文 《华 东 沿 海
4—6 月雷暴的模糊分型 MOS 预
报》。当时，我国科技水平较低，
整个社会学习气氛浓厚，媒体着
力打造崇尚科学技术的氛围，我
的这点小成绩，被 《宁波日报》
以 《追云寻雨的女兵》 为题进行
了报道。这篇报道，对我是个鞭
策。初试小小的成功，业界前辈
的肯定，领导和同事的赞许——
年轻的我，心里是热的。

军事行动中，气象因素极其
重 要 。《孙 子 兵 法》 十 三 篇 以

《计》 为首，是根本大计。在 《计

篇》 中，第二句话就是“故经之
以五事，较之以计而索其情：一
曰 道 ， 二 曰 天 ， 三 曰 地 ， 四 曰
将，五曰法。”“天者，阴阳、寒
暑、时制也。”古今中外的大量战
例也充分印证了这一点。相较于
冷兵器时代和传统战争，气象因
素对现代航空兵的影响更甚。飞
行、训练、演习的区域选定、时
间节点确定，都极其重要，军事
行动的成败事关国家利益，气象
保障人员必须一丝不苟、胆大心
细，在科学分析、预测天气、水
文形势基础上，趋利避害，为指
挥员提供决策依据。

1994 年 3 月 18 日，一则有关
我的图片新闻，再次登载在 《宁
波日报》 上。图片说明中写道：

“东航司令部气象预报员夏秋萍努
力钻研军事气象知识，出色完成

了本职工作，先后被评为‘全国
中青年气象科技工作者’‘海军科
级干部标兵’。去年 9 月，她还代
表海军出席了第七届全国妇女大
会。图为夏秋萍正在分析微机输
送的气象资料。”

第 三 次 与 《宁 波 日 报》 邂
逅，已是 2014 年 10 月 8 日。这一
天，一篇题为 《观天测海女诸葛
——记东航司令部气象高级工程
师夏秋萍》 的报道，刊登在 《宁
波 日 报》 的 “ 东 海 军 民 ” 版 面
上。这篇报道介绍了我历年获得
的成绩和一次重大保障的案例。

如果说我与 《宁波日报》 是
邂 逅 ， 与 宁 波 这 座 城 市 则 是 结
缘。军校毕业前，宁波与我，完
全是陌生的，没有一丝一缕的关
联。毕业分配，我好像一粒种子
随风飘落到了宁波，随遇而安，

这是缘分。刚到时，宁波给我的
感觉并不是很好。我们地处甬江
边，到处是挥之不去的臭鱼烂虾
的味道，傍晚刮东风时还夹杂着
江东农药厂吹过来的刺鼻的农药
味，让人印象深刻。街道窄小，沿街
大都是矮小破旧的木板房子，街上
拥挤不堪但异常热闹。如果是下雨
天，登上高处望上一望，城市一片
黑色——密密麻麻的顶着黑色瓦
片的矮房子。由于外地人少，讲普
通话的人更少，上街买东西与人交
流也困难。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从 20
世纪 90 年代起，宁波城市面貌日
新月异，整座城市充满了朝气与
活力。如今的宁波，显示出她海
纳百川、书藏古今、港通天下的
非凡气度。我，一个外地人，也
融入了她的怀抱，在这里结婚、

生 子 ， 成 了 宁 波 媳 妇 、 宁 波 妈
妈，成了宁波人。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祖国
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民军
队也发生了与时俱进的变化，官
兵知识水平不断提高，编制体制
不断改革，武器装备改装换代，
部队训练水平、战斗力水平持续
提高，正朝着建成世界一流军队
的目标不断前行。自己参与了这
个伟大进程，深感光荣与自豪。

谢谢 《宁波日报》，你见证了
我的坚守与成长。

更多优秀来稿见中国宁波网
“我与宁波日报征文选登”。

如果 《宁波日报》 曾经感动
过您、影响过您，如果您的一段
人生轨迹曾经被本报记录，或者
您与本报有过特殊的感情与联
系，请您拿起笔来，讲述“我与
宁波日报”的故事。纸质来稿请
寄至“宁波市宁东路 901 号宁波
日 报 报 网 总 编 室 ”， 邮 编 ：
315042。 电 子 版 来 稿 请 发 至
nbrbzbs@sina.com。

《宁波日报》见证我与甬城结缘

本报讯（记者陈青 通讯员王
伊婧） 前日，天一阁博物馆在微信
公众号首次推出全新线上国际对
话 栏 目 “Tianyi Talking”， 首 期
节目聚焦“哈利·波特”系列电
影的重要拍摄地——英国牛津大
学的包德连图书馆。通过比较天
一阁藏书楼与包德连图书馆的文
化共通性和差异性，向缔造者范
钦和包德连致敬。

本期连线嘉宾是英国皇家历史
学会成员、宁波诺丁汉大学历史学
副教授、英国牛津大学访问学者穆
正德博士，他在英国牛津的家中参
与了对话。

位于牛津大学内的包德连图书
馆是英国第二大图书馆，由英国外
交官托马斯·包德连出资修建。包
德连图书馆与天一阁藏书楼有不少
相似之处。包德连在退休后投入图

书馆修建事业，范钦致仕回乡后开
始创建天一阁；包德连图书馆对于
书籍保护有许多举措，如最珍贵的
书籍被妥善保存在图书馆的地下室
中，而天一阁范家历代相传的“烟
酒切忌登楼”“书不出阁、代不分
书”的书籍管理制度与之有着异曲
同工之妙。

17 世纪早期，包德连图书馆
收藏了一批东方典籍，其中有不少

中文书籍。当时，虽然当地没有人
能够读懂这些东方字符，但这批书
籍作为人类文明载体还是被保存并
传承了下来，并希望子孙后代能够

“解密”。
包德连图书馆中还有一件与中

国有关的特色藏品，是 17 世纪英
国一位律师捐赠的绢本彩绘地图

《明代东西洋航海图》。这幅地图长
1.5 米、宽 1 米，范围以南海为中

心，北起西伯利亚，南至爪哇岛，
东达菲律宾群岛，西抵缅甸。上面
标出了一条条航海路线，极具史料
价值和收藏价值。

天一阁博物馆相关负责人表
示 ， 推 出 “Tianyi Talking”， 是
天一阁博物馆正在搭建的对外文化
交流平台的重要活动之一，也是拓
展国际化馆际交流的一次新尝试。
接下来，天一阁博物馆将通过该平
台与国外各大博物馆、美术馆、高
校等文化教育机构开展对话，在把
海外文化知识介绍给国内大众的同
时，将天一阁推介到世界各地，提
升天一阁的国际知名度。

天一阁首次推出国际对话栏目

本报讯（记者沈孙晖 余姚市
委报道组谢敏军 通讯员张洁） 近
日，为提高公众的节水意识和节
水技能，树立节约保护水资源的
良好社会风尚，余姚市水利局对
报废的四明湖水库水电站进行改
建，将其打造成该市节水教育基
地。

四 明 湖 水 库 水 电 站 始 建 于
1975 年 ， 自 1978 年 正 式 投 运 以
来，为当地的工农业生产提供了
清洁电力。随着余姚市优质原水
供应量的提高，为保证四明湖下
游河道生态流量，确保原水供应
安全，余姚在当前的小水电站分
类整治工作中，将四明湖水库水
电 站 列 为 退 出 类 ， 进 行 报 废 处
理。

但报废并不意味着失去价值。
为倡导节能型社会，余姚市水利部
门对四明湖水库水电站进行科学、
全面论证后，决定将报废的水电站
发电厂房改建成余姚市节水教育基
地。

据了解，该工程一期投资 48
万 元 ， 基 地 展 示 面 积 约 200 平 方
米，于 5 月开工建设，工期为 45
天，预计 6 月底能建成完工。该节
水基地主要依托四明湖水库水利工
程和现有生态资源，将水利工程

“水情教育”、生态节水“绿色教
育”与梁弄镇“红色教育”相结
合，建成后面向公众免费开放，主
要展示余姚节约用水成果、技术、
荣誉、饮用水源地保护工作等内
容。

倡导节水新风尚

余姚报废水电站
“变身”节水教育基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