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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成良田

上海市蓬莱公园，一块有百余
年历史、刻有“四明公所”字样的
石碑，遗落在露天草丛中。这是上
周五记者在上海的一次“巧遇”。

当时的感受是：既惊喜，又不
解，更心疼。当天，记者带家人到
上海市第九人民医院看病，等待就
医的间隙，在附近的蓬莱公园闲
逛，不时打量着公园内老旧的石
狮、石虎和石墩。

一位晨练的老人见状，和我聊
了起来。他说：“我脚下踩着的这
块石碑上百年了。”记者很好奇，
100 多年历史的石碑，不是应该躺
在博物馆里吗？或者至少应放在室
内保护着，怎么会在这里受日晒雨
淋？走近一看，从石碑右侧落款处
时间算起来，至今已有 111 年了。

再细看石碑正文，字小了很
多，有一些已难辨认，但是中间部
分，清晰刻着“四明公所以逐年利
息⋯⋯”。这一看吃了一惊，上海
四明公所来头不小，它建于清嘉庆
二年，也就是 1797 年，是在上海
经商的宁波商人和手工业者的行会
组织，是近代各地旅沪最具影响力
的同乡组织。

宁波大学教授孙善根曾撰文认
为，四明公所在其存在的一个多世
纪里，是近代宁波人同乡团结的一
面旗帜。它不仅有力地促进了近代
宁波帮的形成与发展，而且多方面
地参与近代上海社会生活的各个领
域，从而推动上海城市的近代化进
程。其中，最为有名的一段历史，
就是反对帝国主义扩张租界的斗
争。1874 年、1898 年，法租界当
局两次企图强占四明公所和墓地，
并打死多位市民，这激起了宁波同
乡和上海人民群起反抗，各行业举
行罢市、罢工，迫使帝国主义者两
次放弃侵占公所的企图。这一事
件，史称“四明公所血案”，四明
公所也成为上海人民反对帝国主义
的著名场所。

在上海人民路 830 号，四明公
所的门楼至今屹立在路边，红砖白
缝的高大门楼十分瞩目。早在上世
纪 70 年代，它就是上海市文物保
护单位。

“四明公所血案”十几年后立
下的这块石碑，又记载了什么信
息？和四明公所有何关系？记者穿
过草丛，尝试辨识石碑文字，发现
了蛛丝马迹，但是被公园志愿者劝

退了，原因是“马上有人来检查工
作”。他还说，他来这里二三十年
了，刚来时字还看得清，现在越来
越模糊了。

据了解，石碑所在的蓬莱公
园，位于上海市黄浦区南车站路，
始 建 于 1953 年 ， 后 又 进 行 改 扩
建，至今已有 70 年历史。

记者发现，在公园另一侧的走
廊上，还有四块石碑，均为四明公

所的遗物。公园铭牌显示：“⋯⋯
虽文字无法辨认，但是具有一定
的文物史料价值，成为上海人反
对帝国主义扩张租界的光荣斗争
史见证”。

那块百年前的石碑，刻的是什
么内容？谁能辨认？是否有价值？本
报诚邀读者一起来辨识、解读，如果
您能辨识，或者有相关信息，请和我
们联系，电话 13957871984。

上海蓬莱公园

“四明公所”石碑遗落露天草丛
如果您能辨识，请和我们联系

本报讯（记者孙佳丽 通讯员
丁瑶） 4 月初就有杨梅上市了？是
真的！昨天中午，记者来到宁波果
品批发市场，看到国产水果区的部分
档口已经开始售卖杨梅。层层堆起的
黑筐内，盛放着个头不小的杨梅，果
面呈紫红色，看起来十分诱人。

“这是云南荸荠杨梅，也叫早
梅，3 月底开始上市的。”赤道东
方红水果批发行老板田君敏拿起一
颗放在手心并告诉记者，云南早梅

的产量不多，高品质的更少，3 月
底刚上市时多通过空运到宁波，因
此价格普遍较高。

据他介绍，刚上市时，云南早
梅的批发价在每箱 400 元左右，一
箱净重 2.5 公斤，算下来每公斤批
发价为 160 元。这两天，随着天气
转暖，产量增加，越来越多的杨梅
开始通过陆运“东行”，价格“应
声而落”。目前在田老板的档口，
每箱云南早梅的批发价已经降至每

箱 300 元。
记者又走访了其他水果档口，

发现市场内的杨梅基本来自云南昆
明，杨梅的批发价在每公斤 120 元
至 200 元不等，市场整体到货量比
较少，销量并不高。

“现在云南早梅带点酸，口感
较硬，在市面上还比较小众。”另
一家水果批发行老板王先生说，在
他的档口，每天会到货数十箱杨
梅，大多批发给精品水果店、超市

及微商等。
记者又询问了华严等菜市场，

发现杨梅虽已上市，但大规模零售
还未开始。

“按照各地杨梅生长规律，率先
上市的是云南杨梅，福建杨梅会紧随
其后，最晚上市的是本地杨梅。”宁
波果品批发市场相关负责人表示，
市民想要吃到物美价廉的杨梅，还
需要再等一个月，届时云南杨梅会
大规模上市，价格也将明显下降。

宁波人爱吃的杨梅已悄悄上市
主要来自云南，每公斤批发价120元至200元

昨天，一场别开生面的《四明天路》艺术乡建摄影展在海曙区爱岭村开展。为期一个月的摄影展由海曙区文联、海曙区摄协、横街镇和爱岭村
联合举办。据介绍，150幅展品是海曙区摄影家协会组织精干力量，以乡民、乡道、田园、乡居、乡景为选题创作，历时9个月、从3000多张图片
中精选出来的。作品从不同角度、不同层次记录了爱岭村的自然风光和村民多彩的生活状况，有丰富的生活气息。当天，该摄影展吸引了周边不少
村民和摄影爱好者前来“打卡”。 （陈结生 裘保莉 摄）

接地气的山村摄影展接地气的山村摄影展

新 闻 追 踪

记 者 陈 敏
通讯员 郑 瑜 金珍珍

病人没胃口，贴心的护士居然
特意从家里给病人熬了银耳汤。想
起这一幕，陈婆婆就感觉心里暖暖
的。前天，她特意让女儿写了封感
谢信。

老人是宁波大学附属人民医院
（鄞州人民医院） 肝胆外科九病区一
名肿瘤患者，暖心护士名叫茹婷。

4 月 7 日中午，茹婷去病房给
病人更换盐水时，发现 36 床的陈
婆婆放在床头柜上的饭菜丝毫未
动，于是就问：“老婆婆，为什么
不 吃 饭 ？” 陈 婆 婆 很 无 奈 地 告 诉
她：“我没有胃口，饭吃不下，想
喝点银耳汤，可外面卖的银耳汤不

好喝。”茹婷听完后立马安慰陈婆
婆，“想喝银耳汤很简单，明天一
早我家里做好给您带过来。”

第二天，茹婷叫她的老公起了
个早，专门熬了一锅银耳汤，上班
的时候从家里带来一大碗送给陈婆
婆 。“ 第 一 次 觉 得 银 耳 汤 这 么 好
喝。”陈婆婆看到一碗热腾腾的银
耳 汤 时 感 动 得 热 泪 盈 眶 。 她 说 ：

“我当时很激动，以为护士只是随
口一说，没想到她这么用心，真的
回家为我熬银耳汤了。”陈婆婆告
诉记者，自从她的病情被确诊后一
直很消极悲观，原本打算听天由
命，“是茹婷护士从家里带来的这
碗热腾腾银耳汤，让我觉得胃口能
得到满足是件多么幸福的事，我一
定要努力活下去！”

至今想起这一幕，陈婆婆心里
仍觉得暖暖的。昨天，她叫女儿特
意写了封感谢信送给该病区的医护
人员，表达她的感激之情。

病人没胃口
护士熬银耳汤送嘴边

本报讯（记者仇龙杰） 昨天上
午，记者再次走访马龙墓地后发
现，门口倒地的宣传公示牌已经被
扶起并靠在墙上。墓地内虽然还有
一些零散的垃圾，但是整体情况较
此前已经有明显的改善。

4 月 6 日，宁波日报、甬派、
宁 波 民 生 e 点 通 报 道 了 鄞 州 区 、
海 曙 区 部 分 公 墓 存 在 占 道 违 停 、
乱扔垃圾、焚烧、燃放鞭炮等不
文明祭扫行为，相关单位迅速采
取整改措施，公墓环境得到明显
改善。

次日，记者从鄞州区五乡镇人
民政府获悉，报道刊发后，他们
立即组织环卫人员与马龙公墓管
理方，对墓地及周边范围的垃圾
进行清理。同时，加强动态化保
洁，增加保洁人员的数量和日常
清扫的频次，以确保墓地环境整
洁 。 当 地 公 墓 管 理 人 员 还 被 约

谈，要求在加强自身保洁工作的
同 时 ， 要 及 时 制 止 不 文 明 行 为 ，
劝导市民文明祭扫。

针对海曙区章水镇樟村四明山
革命烈士陵园周遭的占道违停问
题，海曙交警大队鄞江中队相关工
作人员向记者表示，由于烈士陵园
车位不足，大巴无法全部进入烈士
陵园停放，为保障清明期间道路畅
通有序，章水镇政府和交警部门研
究决定将大巴统一停放至后溪路，
并派遣 5 名交警在该路段前后执
勤，保障交通畅通。

同时，鄞江中队会加大对该区
域的巡逻力度，启用电子警察对违
停车辆进行抓拍，以保障道路畅通
和交通安全。

发现身边问题，请您继续通过以
下方式反映：1.拨打热线81850000；
2.打开甬派 APP，在首页点击进入

“问政”板块留言；3. 微信搜索
“nb81850”，关注后直接留言；4.
打开中国宁波网，登录宁波民生 e
点通群众留言板。

《部分市民祭扫欠文明》后续

部门整治后公墓环境改善

记者 董惊鸿 通讯员 郑文文

“太感谢你们了，我托人寻了
好久都没有钱袋的下落，还以为不
见了，没想到你们特意把钱袋送到
了这里，真是太谢谢了！”昨天上
午，八旬老人陆老伯在象山墙头镇
岭下村村委会门口紧攥钱袋，双手
合十连声道谢。

4 月 2 日中午 11 点 20 分，陆老
伯乘坐王永定驾驶的公交车从岑晁
到达客运东站，下车时他将钱袋遗
忘在座椅上，待驾驶员停车打扫卫
生时才发现了它，便立马拿起钱袋
跑向东站候车厅寻找失主，但已不
见踪影。

王永定料想失主可能会再次乘
坐公交车以寻找钱袋，就把钱袋放
在驾驶室随车保管便于领取，从中
午 12 点一直到下午 4 点，他来回几
趟都不见失主前来认领。为了安全
起见，王永定便只好把钱袋交到城
乡公交公司办公室保管。

“失主我有印象的，这不是他
当天第一次丢钱袋了。”王永定回

忆起当天的情形。原来当天上午陆
老伯就是乘坐王永定驾驶的公交车
到岑晁的。当时陆老伯下车时就差
点将钱袋遗忘，好在王永定看到
后，及时提醒了陆老伯。结果在回
程途中，陆老伯又不小心将钱袋遗
忘在公交车上。

为了尽快找到失主，工作人员
查看包内物件，发现内有 1500 元
现金和数张银行存折，但无有效联
系方式，只好通过银行联系陆老
伯，然而数日后仍未见失主出现。

4 月 10 日，工作人员再次仔细
翻阅包内物件，最后在一叠证件中
获 悉 ， 失 主 陆 老 伯 已 有 81 岁 高
龄，家住西周镇莲花村。得知这一
信息后，工作人员立马驱车前往
莲花村寻找陆老伯，以尽快归还
这笔“巨款”。因没有具体的居住
地址，工作人员只好一路打听，得
知陆老伯现在墙头镇岭下村。工
作人员继续上路寻找，终于在岭
下村村委会门口见到了一直联系不
上的陆老伯，这才发生了开头的暖
心一幕。

耄耋老人一天两次丢钱袋
城乡公交接力保管寻失主

魏芳

据4月10日
《宁波日报》 报

道，上月底，有网友在中国宁波网
民生e点通留言反映：在海曙区嘉乐
企业工业园附近，同德路与鄞县大
道交叉口，有个窨井没盖子，中午
路过时，他不慎掉进去了，还好人
没受伤，该网友还晒出了现场图片。

近年来，各地城市因窨井“缺
盖”而导致行人受伤，甚至丧命的
事例已发生多起。深圳一名环卫工
人种植绿化植被时跌落井中，不幸
遇难；浙江一孕妇掉入井盖松动的
窨井，一尸两命；湖北一名男童放
风筝时意外坠入没有井盖的窨井，
不幸溺亡……“窨井吞人”悲剧之
所以频频发生，究其原因，不外乎
是井盖破损、井盖缺失所致。

按说，管理好一只小小的窨
井盖并非什么难事，只要管理部
门责任到人，分区管理，及时查

看，发现井盖破损、缺盖就及时修
复或把盖子盖上，就完全可避免

“窨井吞人”。
但在实际生活中，城市大街小

巷里的窨井往往处于“失管”状
态，井盖破损、缺失，常常不能及
时修复，直到出现“窨井吞人”悲
剧了，才会去追究责任。这无疑是
一种管理缺位的表现，更是对人民
群众生命安全的一种漠视。

众所周知，大街小巷里的窨井
一旦“缺盖”，窨井就会成“陷
阱”。而这个“陷阱”随时关乎着
广大人民群众的“脚下安全”。可
以说，一只小小的窨井盖，表面上
看似乎并不起眼，但它考验着我们
城市管理者的责任、能力和水平，
也关乎着对人民群众“脚下安全”
的重视程度。

守护好“脚下安全”，是一道
民生考题。

（欢迎投稿，来稿请发民生邮
箱1871684667@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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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良田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