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当年车水马龙的“粮袋子”
沦为城市发展的“低洼地”

“白 沙 粮 库
怎么找？”

那 天 ，在 百
度地图上搜不到
“白沙粮库”的
我，这样问宁波
市粮食收储有限
公司副总经理林
荣。

“你 就 导 航
白沙路 1 号或者
大通桥2号！”

这是白沙粮
库 曾 经 的 两 个
门，也是林荣这
样的“老粮人”铭
记在心的两个坐
标。它们之间，
夹着曾经“白沙
粮库 13 道口”的
盛名和如今已夷
为平地的空旷。
白沙粮库拆除工
程完成后，未来，
在这片约 17000
平方米的地块，
会 建 起 创 智 中
心、星级酒店和
未来博物馆 3 座
主要建筑，它将
拥有“宁波城市
新地标”这样全
新的定位。

1987年，16岁的林荣进入白沙
粮库工作，他亲眼见证了当时建成33
年的白沙粮库的“黄金年代”。

曾经的宁波中心城区，还仅限于
由长春路、望京路、和义路、江厦街、
灵桥路构成的环网之间，白沙粮库所
在地甬江北岸地区是城市边缘地
带。但白沙粮库面朝甬江，背靠铁
路，区域内还有河道穿过，区位优势
得天独厚。

当时浙东地区的台州、温州、舟
山和宁波市内的慈溪、余姚等地大多
还不通公路。而白沙粮库依靠铁路
接收来自东北、江苏、安徽等地的粮
食，再通过甬江、姚江等水路转运出
去，当仁不让地成为浙东地区和宁波
周边县市的粮食中转站和“粮袋子”。

“13道口”，就是当时那条归属白
沙粮库的铁路专用线的专属称谓。
这个名号在当时全国粮食系统的闻
名程度不亚于今天金融系统的“五道
口”。

林荣在白沙粮库最繁忙的时候
当起了中转站站长。每天，“13道口”
的运粮火车都是 24小时满负荷运
转，每节车皮都满满当当载着60吨
粮食，有大米和小麦，也有玉米和饲
料粉等。

粮库里三个班的装卸工最多时
有100人，每天要三班倒装卸40-50
个车皮，在那个还没有现代装卸设备
的年代，180斤的粮袋每人每天要上
上下下扛300多次，常常一趟车的粮
食刚拉到码头下船，新一车的粮食又
到了。

要入库储备的粮食，也要靠工人
踩着吱哇乱叫的木板，一袋一袋往上
垒，最高时有20个粮包的高度。就
这样，装卸工们手拉肩扛，中转了以
千万吨计的粮食，一车车、一船船、一
粒粒地送到千家万户的餐桌上。

“那时候，我见过很多装卸工的
手指关节都是变形的，但大家都很高
兴，因为装卸工的工资每月有100多
元。而我们普通职工当时都只有30
多元的月薪！”今年已经50岁的林荣
说。

“13道口”
“黄金年代”的响亮名号

保粮，是所有粮人要攻克的第一课
题。

2013年，彭小兔进入白沙粮库担任
主任和书记时，给粮食测温测湿还是要
靠粮人把温度计、湿度计手动插到粮堆
里，杀虫更是要大费周章。老式杀虫靠
药剂，防毒面具首先是标配，等到药剂在
密闭仓房里通过熏蒸杀虫后，还要用大
马力的鼓风机从仓外向仓内灌送冷空
气，进行降温，不仅安全性不足，巨大的
噪音也成为周边小区居民的困扰。

“现在不一样了，现在的粮食住得比
人还舒服！”彭小兔说。

在甬江中心粮库，其中一间原粮仓
房里，顺阶而上站在6米高的粮堆上，环
视四周，可以看到墙面上挂着四台空调，
而在脚下3000多吨的稻谷堆里看不见
的地方，还有序地埋着100多个感应器，
可以实时测温测湿。

据工作人员介绍，像这样的仓房现
在常年处在15℃以下的准低温中，夏天
最热时，粮心温度也不会高于6℃。而
曾经的药剂杀虫也逐渐被绿色氮气杀虫
取代，工作人员只要在仓房外墙上的“智
慧型充氮”控制箱内简单操作，氮气就会
顺着铺设好的管道，从制氮房源源不断
地充入仓房，用替换氧气的原理使害虫
窒息，安全又省事。这些粮情监控和系
统操作的核心法宝，藏在远处办公楼里
每个工作人员的电脑上——“智慧粮库
综合控制管理系统”。

除了日常的仓储保管，对粮人来说
最大的挑战还是应对突发事件。

甬江中心粮库负责人杨京是80后，
他常听林荣和一些老粮人聊起当年白沙
粮库的粮食保卫战——

1997年，临江的白沙粮库遭遇甬江
水倒灌，粮库人员全员到岗，用沙袋为粮
食加固增高防水堤坝，耗时两个多月翻
晒被淹粮食；

2003年，“非典”肆虐，百姓恐慌抢
粮，超市、粮站囤粮告急，白沙粮库迅速
申请调粮，并请来电视台拍摄运粮画面，
安定民心；

2008年，低温雨雪冰冻灾害造成运
粮困难，部分粮仓出现爆仓，白沙粮库迅
速申请专列，排除万难，克服粮食中转难
题。

去年，新冠疫情暴发不久，市面上就
出现了粮食可能告急的谣言，超市、粮站
排起了买米的长队。杨京迅速组织大家
在正月初二、初三就停假到岗，在短短不
到一周内，就出空了一间近3000吨原粮
仓房，米厂加班加点把原粮加工成大米。

彭小兔说，过去许多家庭，只有确保
家里有100-180斤的囤粮才会安心。
但随着物质生活的富裕，现在很少有人
家里存粮超过20斤的，但粮人都深知粮
食的重要性，所以吃苦耐劳、敬业奉献的

“粮人精神”不敢忘。
像杨京这样的“新粮人”，虽然适逢

粮库自动化升级的年代，但每天1-2小
时下仓视察、每周一次亲手打扫是铁一
样的惯例，守住全宁波60万吨粮食存量
的底线，始终管够宁波常住人口6个月
的口粮，是铁一样的使命。

粮食“保卫战”铁一样的使命

1995年，23岁的彭小兔刚参加工
作，白沙粮库的盛名他早有耳闻，但
1993年庄市粮库建成投用时，白沙粮库
却开始走下坡路。

彭小兔说，那时，原来需要依靠白沙
粮库中转运粮的周边地区陆续连通了铁
路和高速，白沙粮库中转地位不再。

而仓库老旧、设备老化、仓储能力不
足等问题又让白沙粮库的“保粮”能力也
捉襟见肘。随着更大规模的庄市粮库投
用，单一粮储功能的白沙粮库地位尴
尬。进入本世纪，宁波城市的扩容、发
展、更新再次被按下加速键。

随着甬江科创大走廊等全新城市规
划方案的明确，像白沙粮库这样一度沦
为城市发展的“低洼地”，被列入了宁波
文创港核心区，迎来新的“春天”。

去年，宁波人才之家和诺丁山艺术
中心先后在“文创港”面世，年轻的宁波
人可能不知道，这两个他们如今周末爱
去的打卡地所在的位置，正是曾经白沙

粮库的一部分，它们都融合着白沙粮库
老仓房的“基因”。

据介绍，此次实施拆迁的白沙粮库
区域位于宁波文创港核心区组团内，拆
除面积达17000平方米，计划于本月底
基本完成搬迁拆除和场地平整工作。

“根据规划，这里将塑造产城融合的
未来城市经典案例，建设包含赤子之心、
星级酒店、创智中心等在内的多级高度
建筑体系，打造成宁波城市新地标。”宁
波市文创港开发建设中心副主任黄晓峰
介绍。

未来，在十几公里外的庄桥街道，一
座全新的粮库预计将在2023年前拔地
而起，和现在位于宁慈中路的甬江中心
粮库仅一墙之隔。这位“接班人”暂定将
沿用白沙粮库的名字，却拥有一颗这个
时代更期待的智能化的“心脏”。

白沙粮库的变迁，也见证了这座城
市日新月异、生生不息的蓬勃活力！

记者 乐骁立 实习生 徐露清

华丽转身 见证宁波的蓬勃活力

如今，白沙粮库
迎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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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白沙粮库 通讯员 董浩 摄

位于文创港的宁波诺丁山艺术中心，由原白沙粮库部分仓房改造而来。 实习生 徐露清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