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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在微信朋友圈看到7楼的邻居向
微友求助，如何治理室内鼠患？

春暖花开万物复苏，也到了老鼠生育
的高峰期，问遍了1楼到7楼的邻居，都说
家里有老鼠，还有一户说发现了一窝没满
月的红皮婴儿老鼠。老鼠造访居民楼已不
是“晚出早归”，而是在她家安家落户生儿
育女，想必是吃喝无忧。回忆起去年我家
折腾了近一年的捕鼠过程，最终以捉拿了
三只小老鼠三只大老鼠、采取了彻底杜绝
老鼠入室的措施才结束了鼠患。

我家住6楼半，老鼠是怎么进来的？经
常有人提出疑问。网上查了查，说鼠患跟楼
层高度没有关系，十八九层照样有老鼠。有
人说是从楼道爬上来，主人开门时从门缝钻
进来的，可楼道里从没看见过老鼠出没；网
上说有会潜水的老鼠从下水道、抽水马桶爬
进来，但我把下水道都盖好压住，老鼠照样
在室内上蹿下跳，咬破米袋面袋吃饱了，再
吃几口西红柿解渴。室内犄角旮旯到处能
扫出老鼠排泄物、花生壳，就是没看见过老
鼠真面目，是大是小，是公是母，全然不知。
其实，60年前我刚到宁波时就发现南方老

鼠会爬墙。我在集体宿舍礼拜天
睡懒觉，睁开眼突然看到

对面墙上一只
小老鼠

在往上爬，原来它们是从外墙爬进来的。
1984年刚搬到单位分配的楼房，有几个晚
上晚饭后会看到小老鼠从4楼厨房窗口爬
进来。我在一块三合板上用大搪瓷碗压在
小碗上，小碗下压住油条，它爬进碗下面一
咬油条，大碗从小碗上滑落，把老鼠扣在里
面，一连几天逮住了好几只小老鼠。

厨房是老鼠活动的主要场所，有诱人
的气味，有生熟主副食品。知道了家里闹
鼠患，我把食品全都“坚壁清野”，最担心的
是它咬破电线，咬破煤气管，那就会闯下大
祸。所以我决心活捉老鼠。咨询有害生物
公司扑鼠专业人士，说“老鼠也与时俱进，
对鼠笼、鼠夹它们已不屑一顾。”

去年底，有一天晚上看电视丁俊晖打
台球，比赛结束，已是10点半，听到厨房
有响动，我知道老鼠“上班”了，它们的作
息时间非常准确有规律。我快步走进厨
房，只见热水器后面露出一条小尾巴，原
来它们是从热水器烟道墙洞爬进来的，想
从原路逃走。因为买不到合适的排气管，
烟道墙洞始终没有堵上。我把厨房门关
上，用螺丝刀把热水器外罩卸下，用手电
筒一照，嗬，竟然有两只小老鼠在里面，贼
眉鼠眼地看着我。我老朽年近暮年，自知
一人难以对付两只“小滑头”，马上用随身
带的手机打电话给住在同一小区的儿
子。儿子拿来个编织袋，我去拿来蟑螂喷

雾器，本想一喷它们会晕倒，可以
活捉。不料，一喷，热水

器里早已不见踪
影 ，在

厨房里上蹿下跳。儿子眼疾手快，用铁钳
子从地上、玻璃窗上先后夹住它俩放进编
织袋，到外面准备把它们摔死。儿子把老
鼠带走后，我准备把热水器外罩装回去，
不经意间，突然发现里面又有一只小老鼠
看着我，也不知道刚才它藏在哪了。只好
再打电话把儿子叫回来，照方抓药把它收
进编织袋。

一次逮住三只老鼠，堵住热水器烟道
墙洞，只留小孔排烟，本以为从此会“天下
太平”了，不料，没过几天，晚上又有响动。
隔着厨房门用手电筒一照，嗬，是一只大老
鼠，不知是公是母，估计是从纱窗进来找它
孩子的，孩子出走至今未归呢。大老鼠白
天不知道藏在何处，一到晚上10点半，因
为没有食物可吃，门窗关住，又出不去，到
处咬木头，寻找出路。怪不得早晨的厨房
台面上常常会有一大堆木屑。有一天电饭
煲没电，沿线检查，发现电线竟被咬断了。
厨房上下橱柜都被老鼠咬得“互通”了。于
是听从扑鼠专家的叮嘱，每天睡觉前把买
来的三四块粘鼠板，放上喷香的食物，放在
墙角、台面上。结果早晨发现，粘鼠板上总
是有一块抹布，老鼠却不见踪影。估计它
是想趴在抹布上吃饭，以免被粘住。这样
持续了近一个月，这天早晨我们正要去厦
门旅游，担心老鼠没逮住，万一咬破煤气管
怎么办？天没亮，起床用手电一照，粘鼠胶
上竟躺着一只大老鼠，还在垂死挣扎，这下
我们可以放心出门了。

以后几个月又先后用粘鼠板逮住两只
大老鼠。但一年四季总不能不开玻璃窗，
正愁煞之际，看见楼下邻居把塑料纱窗换

成不锈钢纱窗。我马上照方抓药，从
此彻底“天下太平”，再未发

生鼠患。

每当我行走在宁波的新芝路上，看着
那熟悉的街景，三十多年的往事，就会立即
浮现在我的眼前。

1987年5月，我办了离休手续，于是来
到宁波新芝路东侧的市军队高塘干休所报
到，随即分配到新芝路西侧的高塘四村军
休支部，居住在新芝桥畔新芝幼儿园对面
的六层高楼上。那时的新芝桥是座断头
桥，没有车辆来往。每日清晨我们和当地
居民在桥旁学打太极拳等健身活动，好不
热闹。因我当时已有十多年的太极拳“拳
龄”，于是滥竽充数当上了他们的义务“老
师”，还经常参加宁波市举办的太极拳比
赛。

新芝路位于宁波市区的西北部，长约
三百米，南北走向。它像一条玉带，而高塘
一村、二村、三村、四村像四颗美丽的珍珠，
是这条玉带把四颗珍珠给串连了起来。

那么这条路为什么称之为“新芝路”
呢？据我的老同学方平兄告知：要知新芝
路路名的来历，必须先从新芝宾馆说起。
那年新芝宾馆建馆时，发现建馆的地基上
长着许多蘑菇状的植物，于是定名为“新芝
宾馆”；后来建造了一座水泥桥，就称之为
新芝桥；再后来建起了四个居民点，并用一
条路连接起来，这条路便称之为新芝路。

30年前的新芝路，幼小的树苗在路旁
刚刚种下，现在已长成遮天蔽日的参天大
树；30年前的马路高低不平，现已变成一
条平坦的大道；30年前的新芝路通往江北
区没有桥，江北近郊的农民到高塘卖农副

产品时，只好沿姚江绕道而行，极不方
便。自从有了桥，并通了公共汽车，海曙、
江北两区的居民出行更为方便了。

新芝路虽没有宁波的中山路那样繁
华，但新芝路更像一位朴实的朋友，她没有
华丽的外衣，却给人们提供了极大的方
便。居民的衣、食、住、行等方面都可轻易
地解决，各种饮食店应有尽有，除了快餐店
之外，还有宁波的传统名店：如味一包子、
仓桥头面结面等。我经常会拿起家中的饭
盒，在不到五分钟的时间，就可买回美味可
口的饭菜。

由于高塘四村南侧的道路需要拓宽，
为此，第一排房子必须拆除，我家是拆除之
列。于是，我和老伴在宁波全城奔走，寻找
新的房源，看了都不甚满意，结果还是在新
芝路东侧高塘二村买下了一套两室一厅的
房子。这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
费工夫”，于是继续做新芝路的居民。

说起新芝路，不得不说一说位于高塘
四村靠蔡家河沿岸的一座独立的两层楼
房，那里有一个书画沙龙活动室，是我常去
的地方。十几位热爱书画的老年朋友，每
周一次聚焦在一起切磋书艺。他们当中年
龄最大的要算冯马兴老先生了，当年他已
是百岁老寿星，每次活动都会带来一大批
自己的习作，令人钦佩。其余九十上下高
龄的老人，如郁志芳老人等甘当小学生，认
真书写或绘画一丝不苟。我在这里充当了
几十年的义务辅导员，收获多多。

新芝路的居民很有口福，因为地处宁

波
市的西北边
缘，东侧就是热闹且
规模极大的高塘菜场，在这里
多种蔬菜、鸡鸭鱼肉应有尽有。我经常
会在市场的东侧买些白斩鸡带回家，因白
斩鸡是我和老伴的最爱。

美丽的海曙公园与新芝路携手并行，
是新芝路居民最爱去游玩的地方，成了新
芝路居民的“私家花园”。公园沿北斗河而
建，河水轻轻地拍打着岸边石砌的堤坝，随
即掀起一片美丽的浪花，鱼儿悠然地在浪
花中嬉戏着，像一幅美丽的图画。

海曙公园分南北两园。南园游客较
少，北园是主要游客集散地。每天早晨从
北到南游客如云。在最南端小广场上，不
少游人在玩响铃；两位少女塑像栩栩如生；
沙坑里不少孩子用小铲子堆着沙堆；一群
又一群的大妈和大叔们做着各种健身运
动。几十年前由日本友人赠送的樱花正在
盛开，那雪白的花朵引来了众多蜂、蝶，许
多游客打开手机，拍摄着春姑娘所赐予的
美景。我也经常和老伴到河边散步及欣赏
北斗河的美丽景色。

想不到在3年前的一个清晨，在新芝
路的住宅里，我永别了相恋、相聚六十八年
的老伴……就在这一天，我也离开了居住
30年的新芝路。新芝路有我的欢笑、我的
眼泪，是我永远的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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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忆新芝路
□陈雪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