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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下旬起，梁弄便进入了
连绵的雨季，雨断断续续下了十
来天。清明假期却赶上了大晴天，
阳光温暖地铺在浙东区党委旧址
的小院里，更衬得院中的白牡丹
朵大如盘、素白胜雪。

“这花‘工龄’比我还长。每年
都 这 时 候 开 ，像 和 人 约 好 了 一
样。”讲解员李玲说，这几年清明
因为疫情，很多先烈的子女不能
亲自回来缅怀、祭扫，但还是惦记
着花期，会特地发来信息：“小李，
牡丹花开了吗？”

一样是慎终追远，一样是寄
托哀思，但在浙东抗日根据地旧
址群，李玲知道，人们所“追”的更
多是一份革命初心，所“寄”的更
多是一种国家记忆。

一次“质疑”

小李，其实是老李。
2006 年，年轻的梁弄媳妇李

玲来到浙东抗日根据地旧址群，成
了一名讲解员，而工作第一年，就
遭遇了职业生涯的最大“质疑”。

记得那次，她以烂熟于心的
讲解词向游客娓娓道来。有位游
客听完，随口问了一句：“你是党
员吗？”李玲一时语塞，尴尬地摇
了摇头。

游客见状，语重心长地说：
“你是讲解党的故事的，肩负着重
要的教育使命，如果你自己也是

党员的话，讲起来肯定更有说服
力！”

一席话，听得李玲又惭愧又
感激，当晚就写了一份入党申请
书。

李玲暗下决心，一定要以共
产党员的标准来要求自己。打那
起，她主动放弃周末，一心扑在工
作上，一有空闲就进行党史研究。
明明父母家就在北仑，却整整 3
年没有回去过，急得父亲直跳脚：

“什么工作值得你这样？”
李玲却认为，待遇固然重要，

但信念更重要。
2008 年，她顺利通过考察，

成为一名共产党员。

一份肯定

红色故事能否打动人、感染
人，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讲得好不
好，而要把故事讲好，需要不断创
新讲述形式，更需要把强大精神
力量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先感动
自己，再感动别人。

在浙东抗日军政干校旧址，
她最喜欢带人参观的是一棵树，
还有一面墙。

大院内的天井是军政干校的
露天课堂，院中种着一棵枣树。
这是 1945 年抗战胜利前夕，学
员特地种下的，取义“早 （枣）
日解放”。

77 年过去了，那棵被寄予美
好祝愿的枣树，也随着树龄的增
大，生长明显变弱，结的枣子一年
比一年少，但是始终侧着身子，以

不屈的样子，将枝丫顽强地伸向东
南方。“那是宁波的方向。”

干校墙壁上，当年学员的涂鸦
依稀可见：一列新四军纵队，背着行
军包，雄赳赳气昂昂地跨过灵桥。墙
上题字，到宁波去！隔着历史尘烟，
那些指点江山、气吞万里如虎的少
年心性，仿佛尽在眼中。

如今，人到中年。李玲还是会经
常想起刚入职那一年，在纪念碑前
举办的百个红色经典景区全国合作
峰会上，一位北京来的记者对她说
的话：在红色景点做讲解员的工作
很神圣，你是在完成一个民族的红
色印记的传承！

一个追问

置 身 现 场 ， 于 历 史 记 忆 深
处，钩沉一段段红色传奇，而旧
址里观众认真求索的脸，石碑上
被人们用指尖摩挲出的圆润，在
无数的互动细节里，李玲同样收获
了感动。

她知道，这里曾走出过中国唯
一打进日本宪兵队内部的谍战小组
——400 小组。小组的联系人叫乐
群，是个漂亮的富家千金。但就像谍
战片《风声》中的顾晓梦一样，这个
身份让她潜伏在宪兵队，也行走在
敌人的刀尖上。

直至 1945 年抗战胜利，这支队
伍从未被识破，还策反了 60 多名
日本宪兵密探，堪称抗战史上最成
功的“潜伏”之一。2014 年，宁波市
文保所对江北区西鹭林庙进行修
复，意外发现了 400 小组的活动基

地，这也是当年浙东地区唯一的新
四军敌工站的活动基地。

“前世传奇”与“今生故事”，隔
空相遇。

她认识“听风者”秦基爷爷，浙
东纵队电台报务主任、司令部密电
破译的专家。因为身处保密战线，秦
基无法像战斗英雄一样出现在大家
面前。

2017 年 11 月，宁波市新四军历
史研究会邀请时年 93 岁的老战士
秦基重走梁弄镇。当看到“新四军浙
东纵队第一期电训班集体照”时，他
停住了脚步，指着照片中第二排的
一个男生，兴奋地告诉李玲：“这就
是我。”

她还记得一位特殊的观众。几
年前，一位 76 岁的老人在浙东区党
委旧址何克希的肖像前，连叩了三
个响头。原来，老人的父亲曾掩护过
何克希司令员。2008 年，父亲过世。
临终前叮嘱他一定要去梁弄看看何
克希。

“2010 年以后，革命老人就来
得越来越少了。”李玲说。

如今的我们踏寻历史现场，试
图还原历史场景，其意义不单单是
知道当年“发生过什么”，更在于通
过历史必然来回答一个追问：今天，
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重回
这片红色的原点，我们可以带走些
什么？

采访结束后，李玲拍下院中白
牡丹盛开的照片，发给了何克希司
令员的女儿何竞生。“何大姐，花开
了。”

心怀火炬，方能予人星火
——红色讲解员，守护心中那片红

本报讯（记者张正伟 通讯员
孙虹） 近日，余姚一家农业产业化
国资企业收到了中信银行发放的首
笔 2 亿元贷款，这笔贷款将被用于
余姚耕地“非粮化”整治，加快
建设永久基本农田和提高农民种
植回报等领域，帮助当地村民致
富。这是中信银行首单土地经营
权流转及经营融资项目贷款，随
后还将按计划陆续增加投放。据
统计，今年第一季度，中信银行宁
波分行新增投放涉农信贷资金达
71.75 亿元。

近年来，中信银行宁波分行积
极向总行申请政策支持，综合运用

多种产品助力宁波乡村振兴。此次
主动对接农业龙头企业融资需求，
通过中长期贷款向余姚土地经营权
流转及经营项目提供中长期授信
10 亿元。此外还加大普惠金融工
作力度，采用银担合作模式，向
一蔺草种植及加工出口企业发放
贷款上千万元；推广农户经营贷
款无还本续贷模式，今年以来累
计 新 增 投 放 农 户 个 人 经 营 贷 款
0.85 亿 元 ， 拓 展 首 贷 户 数 十 户 。
此外还优化流程，帮助农户个人贷
款实时出证、零接触、零跑腿、零
资料办理抵押登记，真正实现“最
多跑一次”。

中信银行推出首单
土地经营权流转及经营融资贷

记 者 王晓峰
通讯员 郑蒙永 段晓鹏

清明是祭奠先祖、追思亲人
的重要时节。尽管有“扫墓交通
流会大大减弱”的预测，但宁波
公 安 的 安 保 力 量 并 未 “ 降
级”——民辅警闻令而动，利用
无人机等设备在天空中拉响防疫

“警报”，地面上则是筑起一道安
全防护网，战“疫”同时护民平
安。

今年的清明小长假，为了避
免出现因集中祭扫活动引发聚集
性疫情，我市暂停了除 2020 年 1
月 1 日之后去世入葬的新墓祭扫

外的线下祭扫活动，并暂停清明
扫墓公交专线。为了保证疫情防
控举措能落实到位，宁波各地公
安部门优化警力配置，提前踏勘
墓区情况，又与民政、属地政府
联动配合，有针对性地设置卡
点，精准劝导。

前天是清明小长假首日，天
朗气清，惠风和畅。在往年扫墓
交通流聚焦的鄞州，当地公安部
门累计出动警力近 300 人次，动
员群防群治力量 300 余名参与清
明安保工作。

“在鄞东五乡片区，以及鄞
南横溪、姜山片区，我们的执勤
民警于清晨 5 点前到岗就位，按

部就班做好人员劝返、指引等工
作，以及现场秩序维护，配合进行

‘两码’查验、测温等工作。”鄞州
公安分局相关负责人说。

不仅地面上有人在“劝”，空
中也有力量在时刻“提醒”——鄞
州公安动用无人机进行空中喊话，
就疫情防控、烟花爆竹禁燃、禁止
焚烧纸钱等事项进行提醒。

截至昨天 11 点 30 分，鄞州 41
个 墓 区 共 接 待 祭 扫 市 民 1630 人
次，劝返无预约群众 260 人次，祭
扫人数相较往年大幅减少，现场治
安秩序平稳良好。

今年海曙的疫情防控压力也不
小。记者获悉，海曙公安投入 480

名人员作为清明安保和疫情防控力
量，同时联系其他职能部门设立多
个前线指挥部，重点围绕疫情防
控、禁燃限放、交通安全、社会面
治安管控等展开工作。

一手抓实抓细清明线下祭扫管
控，一手持之以恒把稳高速卡口
24 小时防疫关口。记者获悉，宁
波各地公安部门为应对清明小长假
期间的入甬流量高峰，纷纷加强了
执勤力量，与其他部门一起坚守阵
地，严格车辆、人员查验。

前天，鄞州公安在常规警力配
备的基础上又派出执勤警力 257 人
次，在鄞州 10 个高速卡口（含东钱
湖 1 个）进行值守，全面筑牢外防输
入阵地。在海曙，当地公安机关同样
增派警力，持续做好海曙区 5 个高
速卡口的 24 小时防疫核查工作。在
余姚，自 3 月 16 日以来，已投入千余
警力严守防疫第一道关口，用忠诚
和担当筑牢城市的安全屏障。

天上有“眼” 地上有“网”

宁波公安护航清明小长假

本报讯（记者林旻 通讯员水
杉） 4 月 4 日起，如果你搭乘宁波
地铁 1 号线，将有机会与“书香宁
波”阅读专列同行！

在 2022 宁波读书月之际，由
宁波市委宣传部主办，宁波新华书
店集团联合宁波轨道交通共同打造
的“书香宁波”阅读专列昨日正式
发车。宁波轨道交通 1 号线“书香
宁波”阅读专列运行时间贯穿整个
宁波读书月。

记者了解到，乘坐地铁 1 号线
的市民将有机会与各类名著相遇，
乘车的同时经典阅读相伴，感受触
手可及的数字阅读氛围，让阅读成
为城市文明新风尚，让阅读成为市
民日常生活的“必需品”。

此前，2022 宁波读书月启动
仪式中发布了天一共读宁波读书
月特别推荐书单，书单罗列的 30
本精品书籍将在地铁专列中进行
集中展示，市民朋友们用手机扫
描二维码，就可详细了解每本书
籍的相关信息，并直接下单优惠

购买。
“书香宁波”阅读专利车厢以

宋代山水画为背景，以青绿为主色
调，通过视觉设计上的艺术处理，
让乘客感受宋韵文化的魅力。专列
车顶还精选了 20 多个知名的宁波
历代藏书楼进行装饰呈现，让市民
沉浸式细品书香。

车厢内壁则印着一段段书摘，
都是古今中外名著名句和诗词好
句，不同风格的书摘可以让乘坐地
铁的乘客在途中感受阅读的乐趣。
同时还附有阅读地图，选取宁波轨
道交通就近的图书馆、新华书店、
民营书店位置进行标识，方便乘客
了解。

此外，为了丰富阅读体验，增
添阅读趣味，乘客还可通过公益广
告栏中“阅读驿站云听宁波”各主
题的二维码，即时收听图书音频。
扫描地面的二维码，进入宋词问答
小游戏，游戏结束后还可以抽奖，
奖品分别为图书、地铁卡以及新华
书店优惠券等。

“书香宁波”阅读专列昨发车
运行时间贯穿整个宁波读书月

本报讯（记者孙吉晶 通讯员
鲍明浩） 清明假期，渔业、农机等
生产安全和农村疫情防控面临挑
战。连日来，我市农业农村部门组
织小分队下沉基层一线，查隐患、
除风险，稳生产、保供应，确保农
业农村稳定发展。

自 2022 年 1 月 1 日零时起，全
省道路全时段禁止变型拖拉机在本
省行政区域内道路上行驶。我市对
辖区所有乡镇 （街道） 开展拉网式
联合执法检查，对建筑工地、砖瓦
沙场、偏远山区开展重点检查。同
时充分利用全市道路交通卡口的高
清视频设备，查询变型拖拉机的活
动轨迹，实施跟踪处罚。截至 4 月
3 日，全市联合执法检查各类拖拉
机 102 台，查获外省籍变型拖拉机
22 台，本地变型拖拉机 6 台，全部
实 施 强 制 报 废 ， 农 机 立 案 处 罚 2
人。

涉海涉渔领域“春雷行动”持
续推进。执法队伍采取港口查、海
上巡、陆上督等方式，制定鳗苗捕
捞、“一船多码”等重点监管渔船

清单，开展常态化、高频次、精准
性执法检查。截至 4 月 3 日，全市
累计排查渔船 4286 艘，整改隐患
2056 处。开展涉海涉渔专项执法
1104 次 ， 出 动 执 法 人 员 6922 人
次、执法船艇 746 艘次，发现渔船
安全隐患点 1214 处，责令现场整
改 953 处、限期整改 273 艘。累计
立 案 查 处 违 法 案 件 366 起 ， 罚 款
162.8 万 元 ， 行 政 拘 留 案 件 7 起 ，
涉案人员 9 名，查获涉渔“三无”
船舶 86 艘。今年以来，全市未发
生渔船船员伤亡事故。

我市还综合运用数字化巡查
手段，加强海上作业渔船动态监
测，常态化巡检港口、码头、岸
线，责令整改疫情防控安全隐患
40 余处。

在做好农村防疫的前提下，我
市合理有序安排农业生产，加强生
猪、蔬菜等“菜篮子”生产，保障
市场农产品供应。据统计，4 月 3
日 ， 全 市 在 田 蔬 菜 面 积 14.33 万
亩，日供应量 37240 吨，共屠宰生
猪 7475 头。

紧盯变型拖拉机、渔船等

我市严查农业生产隐患

4 月 3 日，鄞州区福明街道
福明家园社区的几个居民一起打
麻糍做青团，制作老宁波扫墓祭
祖必备的青团。

活动在小范围内举行。居
民一起洗艾草、揉面团、备馅
料，忙得不亦乐乎。偌大的青
团做好了，大家在洒满松花粉
的青块上写下“追思”二字。

（李超 王博 摄）

打麻糍
寄思念

记者 徐欣 通讯员 王董

在疫情影响的严峻形势下，
清明节应当如何祭扫，祭扫的时
候要如何注意防火呢？连日来，
全市消防救援部门联合公安、应
急等多部门采取联合行动，深入
辖区重点墓园开展消防安全检
查，并为前来扫墓的市民宣讲清
明祭扫安全和防疫知识。

昨日上午九点半，在余姚市

胜归山第一公墓，消防、公安、
应急等部门的工作人员把 《消防
安全二十一条》、防疫等宣传手
册分发到前来扫墓的市民手中，
并叮嘱市民在扫墓的时候要文明
祭奠，不要使用明火。

“这几天人流量比较大，我
们联合公安、应急等部门开展消
防安全知识和防疫知识的宣传，
倡导文明祭扫，扫墓时不要使用
明火，同时注意不聚集，减少人

员流动。”余姚市消防救援大队消
防救援人员钟臻说。

记者看到，在公墓的入口处，
公墓管理人员为前来扫墓的人员进
行扫码测温，同时设立了临时留观
区。联合检查组工作人员查看了墓
区集中燃烧点，同时对清明节墓区
的管理工作提出了建议。

公墓管理人员俞桂苗表示，现
在清明祭扫要预约，没有预约不能
进入。现在提倡鲜花祭扫，看到点

香烛都会及时制止。
前来扫墓的市民对于工作人

员的提醒纷纷表示支持。市民王
亚英表示，由于疫情的缘故，她
特地一早就来祭扫，这样避开了
人流，既做到了自身安全，对逝
去 的 亲 人 也 尽 到 了 心 意。“我们
不会放鞭炮、烧纸，就是纪念一
下，送点花就好了，我们的心意
就是纪念老人嘛，心意到了就好
了。”

消防部门全力保障清明祭扫安全

这几天天气回暖，春意盎然，在北仑梅山蛏子塘，一群群白鹭和黑翅
长脚鹬或亭亭玉立，或翩翩起舞，自成风景，如诗如画。

（许天长 章益民 摄）

梅山白鹭舞翩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