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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陶公村，远远就能看到，陶公山顶上东西两边各矗
立着一座老楼，在茂盛的老树掩映之下，显得苍老而神秘。

忻女士的老家在东边那座老楼的下方，这一块有好多间
民房。“这里住着三户人家，我家现在住着80多岁的老母亲，
邻居有一户是一家四口，另一户是一对母子。”忻女士说。

记者站在民房门口一抬头，就能看到一座高大的老楼，黑
压压地遮住了半边天。走几步台阶，就到了老楼面前。老楼有
20多米高，外墙腐朽不堪，墙面多处脱落，露出大片红色砖块，
墙上还长草长树。窗上的玻璃已经全部掉光，透过窗口能看到
里面满是尘土，内墙发霉破损，到处可见胡乱涂鸦。

虽然大楼的门窗上挂着“施工危险，严禁攀爬”等警示
牌，但根本挡不住外人“侵入”。忻女士说，这里经常有真人
CS爱好者来光顾，一些阻拦物、防护网都被破坏掉了。

“这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房子，当时造房子不靠钢筋
和水泥，后来闲置废弃了几十年，风雨飘摇、没人管理，万一
发生自然灾害倒下来了，我们住在下面的村民可怎么办！”忻
女士十分担心。

东钱湖陶公村陶公山顶上矗立着两座老楼，已经
荒废了数十年。这楼建于上世纪60年代初，是宁波师
范学校原来的校址。

随着时间的推移，楼房越来越破旧，紧挨着老楼下
方居住在山坡边的村民，也越来越担心安全问题，“这
么大的楼要是遇到台风地震发生倒塌，我们可怎么
办。”为此，有村民向记者进行了反映。最近，记者来到
现场一探究竟。

年长一辈的宁波人
都知道，上世纪五六十年
代是一个物资匮乏的时
期，但当时的人们仍在陶
公山顶上投入如此庞大
的工程建造学校，足见对
教育的重视。老楼是宁
波师范学校的原址，是具
有历史价值和意义的，数
十年的荒废，确实可惜
了。如果好好保护利用
起来，这里能成为东钱湖
畔历史文化的一大亮点，
既能让住在周边的村民
消除对安全问题的顾虑，
又能让老楼发挥文化传
承的意义，那是多么好的
事啊。

记者 陈善君 文/摄

“目前对这处老楼已经有了规划，将
把它打造成‘院士之家’。”东钱湖管委会
经济发展局相关人士在接受记者采访时
表示，管委会已经会同多部门针对这项
工作成立了领导小组。老楼是宁波师范
学校的原址，宁波师范学校后来并入宁
波大学，因此产权是属于宁波大学的，管
委会也和宁波大学一起在做这项工作，
不过目前还处于前期阶段。

管委会相关人员告诉记者，宁波是
“院士之乡”，而宁波师范学校原址有历
史文化底蕴，位于东钱湖畔，地理位置也
不错，因此计划将其保护利用起来。相
关专家作过勘查，已经注意到该楼目前
的安全问题，初步意见是进行保护性加
固利用，老楼本身不拆除。

据介绍，如果改造成“院士之家”，这
里将成为全国各地院士聚会活动的地
方，其配套设施需要跟上，老楼周边的村
庄民房也有可能涉及拆迁问题，但目前
还不好确定。

带来安全隐患的老楼，也曾给村民留下过美好的记忆。
老楼是宁波师范学校的原址，建于上世纪60年代初。在东边
老楼的地基处，还能看到一块纪念碑，上面刻着“东教学大
楼”以及日期等几行字，记录着它的沧桑。

忻女士小时候和兄弟姐妹都住在这里，教学楼在她五六
岁的时候动工建造，1962年建成后，宁波师范学校的师生搬
入这里。

“东教学大楼里是文科班，经常传来乐器演奏、朗读的声
音。我也经常到校园里玩，那里留下了我童年美好的记忆。后
来我到村里读小学，师范学校的学生来给我们当老师。”忻女
士说，到了上世纪70年代初，宁波师范学校搬走了；到了80
年代，老楼就闲置了；有一段时间，村里出于农业生产需要，
在这里养起了耕牛，但到了90年代，农业机械化了，牛也不养
了。从此，老楼就一直荒废、无人打理，像是一名孤独的老人，
失去了往日的光彩，越来越破败了。

“教学楼的窗户以前都有玻璃，搬空之后没人管，一到刮
风下雨，破了的窗户就噼噼啪啪地响，碎玻璃经常落到我们
房顶、院子里。”村民说，后来有人将窗玻璃全都卸下了。

村民表示，其实不仅是安全隐患问题，老楼是宁波教育
史上的一项遗存，我们的城市需要这些文化元素，荒废多年
实属可惜。

山顶老楼破败不堪
村民担心安全问题

老楼有文化底蕴
应好好保护利用

■记者手记

老楼承载历史记忆
荒废多年实在可惜

规划打造“院士之家”
进行保护性加固利用

东钱湖边陶公山顶东钱湖边陶公山顶
““宁波师范宁波师范””原址荒废数十年原址荒废数十年
曾带给村民美好记忆曾带给村民美好记忆，，如今破败不堪成了村民如今破败不堪成了村民““心病心病””

矗立于山顶的老楼很高大，也很破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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