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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日军用小钢炮轰击鄞
江镇，火烧建岙。村里幸存的
18—23 岁青年，连夜组建了一
支 25 人的队伍⋯⋯”这位正在
用“石骨铁硬”的宁波方言绘声
绘色地讲述革命故事的老人叫唐
亚凤，今年已经是她在梅园革命
史迹陈列馆当义务专职讲解员的
第六个年头了。

追忆红色历史
回顾峥嵘岁月

走在潮湿斑驳的石板路上，
站在梅园革命史迹陈列馆门口抬
头看，“建岙学校”四个大字格
外醒目，拾级而上，映入眼帘
的 是 一 座 四 四 方 方 的 大 院 子 。
这里原先是“建岙学校”的所
在地，抗战时期，这里还是中
共 鄞 西 区 委 、 中 共 鄞 奉 县 委 、
四明地委机关的驻地。经重新
布展，梅园革命史迹陈列馆于
2015 年 1 月正式开馆，将鄞江一
带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
及解放后的历史，以及鄞江革命
先烈的英雄事迹栩栩如生地展现
在游客面前。

走进梅园革命史迹陈列馆，
映入眼帘的是村民捐赠的蓑衣、
饭碗、油灯、被褥等老物件，还
有一幅幅珍贵的老照片、一段段
详实的文字解释，一处处生动还
原的蜡像，再配合唐亚凤老人的
讲解，眼前好似浮现出三五支队
当时英勇斗争的场景。

1938 年 5 月，中共鄞县县委
成立。1940 年秋，中共宁属特
委召开“宝幢会议”，确定进入
沿 山 地 区 发 动 群 众 、 组 织 武
装、开展对敌斗争作为今后的
任务。根据会议精神，中共鄞
县县委决定以梅园为中心的鄞西
沿山地区为依托，开辟了鄞西抗
日革命根据地。

1940 年 8 月 ， 中 共 鄞 西 区
委成立。在粉碎日、伪、顽联
合围剿中，中共鄞县党组织发
挥抗日武装作用和人民战争的
威 力 ， 夺 取 了 第 二 次 “ 反 顽 ”
和 反抢粮斗争的胜利，巩固和
发展了根据地。

1941 年 4 月 20 日 ， 宁 波 沦
陷。日军铁蹄蹂躏樟溪、鄞江两
岸，所到之处暴行累累，鄞县人
民惨遭浩劫。

1941 年 5 月 31 日 ， 数 百 日
军在前一天“扫荡”大皎后，过
樟村，翻越芝岭进犯建岙，烧毁
民房 240 多间，杀害 7 名无辜群
众，700 多名村民流离失所。

1943 年 3 月，周飞调任中共
鄞奉县委书记，在建岙以开米店
为掩护，领导县委工作。1943
年 11 月，时任梅园女乡长的陈
晓云，组织运粮队顶风冒雨，爬
山道、抄小径，摸黑行走百余
里，终于把 1000 多公斤大米送
到前线，有力地支援了五支队。

缅怀“建岙妈妈”
精神代代相传

抗战胜利后，鄞县仅留陈爱
中等 12 人隐蔽活动于此。“建岙

妈妈”钟仁美把自己的家变成
地下工作秘密联络站，革命干
部金声、王圣章、陈爱中等同
志或到她家开会，或到她家养
伤。她热情服务，冒着生命危
险掩护照顾，并与前来搜捕的
国 民 党 军 队 巧 妙 周 旋 。 有 一
次，反动派军队挨家挨户搜捕共
产党员，她一边假装编织草席，
一边假意将一篮年糕送给敌军，
逃过了敌军的搜捕。

“钟仁美就像是我们建岙的
‘阿庆嫂’。”唐亚凤说。“‘建
岙妈妈’钟仁美是鄞江女性的
一个典范，她聪明勤劳，情商
又高。”鄞江镇副镇长叶彪说，

“我们每一届的妇女主任都很有
责任感，主动挑起村里的大小
事 务 ， 一 任 接 着 一 任 干 ， 将

‘建岙妈妈’钟仁美的精神品质
一代代传下去。”

据 悉 ， 去 年 疫 情 防 控 期
间 ， 唐 亚 凤 等 5 人 轮 流 到 村 口
的卡点处，戴着口罩，穿上红
马甲，对来往车辆进行亮码测
温工作，慢慢地，她们就有了
一个响亮的新名字——新时期
的“建岙妈妈团”，这支队伍起
初 由 前 任 及 现 任 村 妇 女 主 任 、
党 员 和 村 民 志 愿 者 组 成 。 如
今 ， 这 支 新 时 期 “ 建 岙 妈 妈
团”已有成员 25 名，年纪最大
的 77 岁，最年轻的 38 岁。

今年 42 岁的唐波波是现任
建 岙 村 妇 女 主 任 ， 从 今 年 1 月
起，她又有了新的身份，成为
唐亚凤的接班人，从老人手中
接过梅园革命史迹陈列馆讲解
的任务。唐亚凤的讲解词生动
活泼，还融入了自己儿时的见
闻和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并
没有文字版，全靠唐亚凤的口
头讲述。为此，唐波波认真做
笔 记 ， 摘 录 了 整 整 七 八 页 纸 。
她一有空就跟着唐亚凤，听她
现场讲解，努力将讲解词内化
于心，尽快从唐亚凤手中接过
讲解任务。

加速红色赋能
助力乡村振兴

“建溪贯其中，锡山围于外”，
建岙这个古老的山村，民居临溪而
建，以窄窄长长的条形状坐落在建
岙溪两岸。抗日战争时期建岙村成
为“红色堡垒村”，留下了丰富的
革命遗迹。

近年来为了更好地发展红色旅
游业，创建“和美家园”，建岙村
清 运 垃 圾 700 余 吨 ， 平 整 坑 洼 地
100 余 处 ， 砌 石 整 治 阴 沟 5000 多
米 ， 补 种 公 共 绿 化 12000 余 平 方
米，补种庭院绿化 15000 平方米，
基本实现路平、水清、灯明、院
洁、庭美，村容村貌焕然一新。

经过几年红色资源的挖掘和保
护，如今走进村内，红色印记随处可
见，记者离开梅园革命史迹陈列馆，
就在下唐一堵高耸的马头墙下的石
库门边，看到一块上书“鄞（奉）县警
卫队旧址、鄞县县大队旧址”的牌
匾，沿着溪流往西走还发现了掩映
在一片翠绿之中的寻芝岭古道，此
外还有建岙夺粮战遗址、建岙妈妈
故居、日军火烧建岙遗址等 7 处革
命史迹点。

鄞江镇相关负责人表示：“如
今每年来梅园革命史迹陈列馆参观
的有近两万人次。在中国共产党成
立一百周年之际，我们和宁波市话
剧团一起编排了红色话剧 《建岙妈
妈》，并拍摄以红色革命为题材的
微电影 《梅园密码》，预计于今年
7 月前上映。同时还在修缮建岙村
下唐祠堂、建岙大会堂，为话剧的
上演提供空间和平台。”
（本栏目由市委党史研究室协办）

红色基因永流传
——探访梅园革命史迹陈列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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奋力打造全国文明典范城市

连日来，江北区慈城镇新华村满松盆景园艺场内，农户们正忙着给景观盆栽修剪整形，促进苗木
健康生长，为今年的增产增收打下良好基础。据了解，慈城镇盆景苗木总种植面积逾万亩，精品盆景苗
木远销海内外，有效带动了当地村集体和村民增收致富。

（王鹏 王涛 摄）

记者 孙佳丽

梨花风起正清明，游子寻春半
出城。

无论是乡村游还是探亲游，抑
或是祭祖游、亲子游，带着书香气
息的天一阁、春意盎然的溪口雪窦
山、碧波荡漾的东钱湖、富有野趣
的雅戈尔动物园等，已成为众多市
民和游客清明出行的主要目的地。
市民和游客在游玩的同时，也用实
际行动，自觉践行着“文明旅游”
的理念。

“儿子老是嚷嚷着要来动物园
看 大 熊 猫 ， 今 天 终 于 让 他 如 愿
了。”昨日下午，市民陈先生带着
孩子逛遍了雅戈尔动物园，“游玩
中我会时刻教他爱护环境，不要轻
易给动物喂食，也不要乱丢东西、
大声喧哗。他还常常将自己学到的
垃圾分类常识应用到实践中。”

点滴小事的改变，让地面上
“煞风景”的垃圾少了。动物园相
关负责人告诉记者，小长假期间，
雅戈尔动物园的客流量突破了 5 万
人次。尽管因此产生的垃圾总量有

所增多，但清扫工作却与平日差不
多。原来，在这个假期，动物园新
增其他垃圾桶 150 个、厨余垃圾桶
50 个，再加上垃圾分类宣导工作
的开展，市民随手扔垃圾的情况已
基本消失，且大部分市民可以配合
园区做好基础垃圾分类工作。

“ 光 从 垃 圾 分 类 情 况 就 能 看
出，大家心里装着文明、行动上体
现文明，市民和游客的整体素质正
在不断提高。”该负责人说。

清明时节到溪口雪窦山景区游
玩的人同样络绎不绝，大家戴着口
罩排着队、出示健康码后才有条不
紊地进入景区观赏。记者在走访时
发现，景区内的花草郁郁葱葱，环
境整洁，很多市民和游客会在踏青
赏景时随身携带塑料袋，将垃圾包
好带走或就近扔进垃圾桶中。

据了解，为了引导游客文明出
行，景区专门设置了许多文明标
语，工作人员还会时刻提醒游客注
意安全、遵守秩序、爱护树木花草
和设备设施，在娱乐休闲和欣赏美
景过程中注重厉行节约、文明旅
游。

小长假里，
美景与文明同行

本报讯（记者陈章升 慈溪市
委 报 道 组张天叶 通 讯 员陈琪）
280 亩水稻保险费、160 亩小麦保
险费，加上用工保险费等，个人只
需支付 7872 元，其余 3 万多元费用
由政府财政补贴。近日，农创客彭
启启成为慈溪市大学生农业创业综
合保险 （简称“农创保”） 首批获
益者。凭这份保单，她获得一张授
信额度 30 万元的“农创卡”，一年
内能以基准利率享受银行贷款，随
借随还无需实物抵押，由保险公司
担保。

大学生农创客是推动农业农村
现代化的“生力军”。为帮助他们
抵御创业风险，破解“贷款难、贷
款贵”问题，慈溪近日推出宁波首
款 大 学 生 农 业 创 业 综 合 保 险 。
“‘农创保’采用‘农业保险+贷
款’模式，面向 45 周岁以下、大
专以上学历的大学生农业创业主
体。”慈溪市农险协调办主任潘海

明说，大学生农创客可凭相关保单
直接向银行申请扶持资金，享受限
额 230 万元创业贷款、贷款利率贴
息等政策红利。

以“政府+保险+银行”联合
服务模式，慈溪加快推进大学生创
业创新。目前，“农创保”采取基
础保险 （农业生产、用工安全、财
产风险） 加自选保险 （创业投资、
第三者、职业培训、薪资履约） 组
合方式，构建大学生农业创业创新

“全生命周期”保险方案和保障机
制，为他们提供农业风险保障和资
金融通担保，发挥政策性保险的

“保护伞”作用。
据悉，符合条件的慈溪大学生

农创客只需通过线下递交或网上填
写申请表，便可完成“农创保”申
请。该市“政保银”小组审核后，
会安排专人上门服务。截至目前，

“农创保”已吸引 6 名大学生农创
客签订保单或达成投保意向。

慈溪推出大学生
农业创业综合保险

本报讯（记者周琼 通讯员周
琦） 在离家不远的余姚阳明街道长
安社区，前去咨询城乡居保业务的
社区居民张阿姨享受到了一站式的
代办服务；三不五时搬到社区文化
广场办公的人力社保中心的“移动
办公桌”，更是教会了不少群众在
手机上完成养老待遇资格认证。记
者了解到，通过基层社保协理员、
人社自助服务一体机，当地已实现
社保服务“一竿子到底”，当地居
民在 15 分钟生活圈内就可以办理
大部分社保业务。

记者了解，为了方便市民办理
一些高频的社保业务，当地专门打
造了一支村 （社区） 劳保协理员队
伍，在村 （社区） 级设立社保服务
点，代办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参保登

记、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信
息变更登记等 9 项业务。同时，市
民还可以通过村 （社区） 便民服务
中心配备的“人社自助服务一体
机”办理个人参保证明打印、个体
劳动者参保中断等 3 项社保业务。

在实现社保业务“社区办”的
基础上，当地还积极倡导乡镇 （街
道） 人力社保中心组建志愿者队
伍，将社保业务送到群众家门口，
重点为年老体弱、行动不便等需要
照顾的特殊群体提供便捷。延伸志
愿服务的同时，当地经办人员和志
愿者还不断推广网络和手机上的业
务办理。目前，在余姚兰江街道，
有 90%以上的退休人员通过手机人
脸识别功能完成资格认证，再也不
需要跑腿。

余姚社保服务
“移动办公桌”暖人心

本报讯（记者沈孙晖 通讯员
陈雨婷 郑童） 位于镇海的家联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 4 月 1 日迎来了一
批特殊的客人：区新冠疫苗接种流
动服务团队上门，为该企业员工提
供疫苗接种服务。

记者在现场看到，企业疫苗临
时接种点分为健康筛查区，预检、
知情告知登记区，接种区，留观
区，处置区 5 个区域。员工们戴着
口罩，分批次进入接种点，在工作
人员引导下有序进行接种。

据悉，家联科技此次有 700 余
名员工预约了分批接种，不出公司
就能完成接种的便捷模式，让大伙
连连点赞。“早就想打疫苗了，但
平时上班比较忙，这次疫苗接种上
门服务，高效又方便。”员工李海
光从排队进入登记区到接种疫苗，

整个过程不到 10 分钟。
“我们会按照企业实际情况，

提前规划、设置临时接种点，在尽
可能不影响企业日常生产的情况
下，完成接种任务。”区疾控中心
相关负责人介绍。

据悉，为解决企业员工接种不
便的问题，镇海区疾控部门紧扣“学
史力行”，组建了 38 人的新冠疫苗
接种流动服务团队，并成立临时党
支部，从 4 月 1 日起面向区内用工
规模 500 人以上的大型企业，上门
开展新冠疫苗流动接种服务，帮助
企业筑牢免疫屏障，安心生产。

截至目前，镇海区新冠疫苗接
种流动服务团队已上门，为 4 家企
业 9082 人提供接种服务。4 月底
前，该区将完成 17 余万人的第一
剂次新冠疫苗接种任务。

镇海将疫苗接种服务
送进企业

记者 王岚 通讯员 干亚萍

“喂，你好，我想补登记微公
交接驳需求。”日前，江北工业区
管委会“红色经理人”王晓鸿又接
到了一名员工的诉求电话。

打来电话的是宁波恒帅股份有
限公司职工朱铮，家住轨道交通 4
号线白鹤站旁，从家里出发到离单
位最近的金山路站只要半小时，但
因为没有接驳车，金山路站到单位
步行还需半小时。“现在坐地铁，
单趟通勤仍要 1 小时，所以我申请

住单位宿舍。如果能开通公交接驳
车，我就可以每天回家了。”他在
电话里说。

记者看到，王晓鸿面前有一张
微公交需求反馈表，上面记录着工
业区 40 家企业 2500 多名职工关于
开通微公交接驳车的诉求，包括建
议接驳站点、早班车晚班车运行时
间、预计乘车人数等。

“恒帅股份公司已经有 200 多
人登记，希望在金山路站开通 7 点
到 8 点、17 点到 18 点的接驳微公
交。”王晓鸿说。

江北工业区有大小企业 700 多
家，职工 2 万余名，轨交 4 号线开
通后，为园区企业职工出行带来新
选择，很多人将地铁作为出行首
选。但地铁站到园区各企业的“最
后一公里”仍然拦住很多人。

“结合今年 3 月启动的党史学
习教育，以知促行，服务民生，园
区安排了一批‘红色经理人’，深入
基层，主动了解企业和职工需求，
登记开通微公交的建议就是职工呼
声最高的一项。”“红色经理人”胡
丹静说，这项调查一经推出，就得

到企业积极响应，“如宁波亚虎进
出口有限公司的员工基本是年轻
人，有车的比较多，但现在厂区内
停车困难，近 600 名职工希望在奥
体中心站能坐上微公交接驳到公司
附近，并能持续到晚上 8 点”。

记者随后从公交一公司了解
到，他们已就工业区管委会递送的
调查表展开调研。“我们计划与工
业区管委会和企业代表再次沟通，
共同商讨协调公交开通具体方案，
尽力促成解决企业与地铁站之间接
驳问题。”公司相关人士对记者说。

“红色经理人”
为职工出行便利“建桥梁”

花木修剪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