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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的岁月，艰苦又美好

娄开封现在住在江北区天水家园，49年
前，作为宁海越溪公社知青领导小组负责人，
娄开封和另外29位来自宁波城区以及上海
的知青，一起工作学习，度过了一段艰苦却又
美好的岁月。

“1973年的时候，我才23岁，其余的知
青也差不多都是这个年纪。我们30人被分
配到了8个大队，一共是11个村庄。那时候
挺苦的，我们和当地村民同吃同住同劳动，下
乡之前，大家都没干过农活，一开始很不适
应。”娄开封回忆说。

“我当时最怕下雨，因为那时候农村的
房子和猪圈、牛舍是连着的，一下雨，光脚
出门，就会踩到粪水里。”同为当年知青的
俞莲英说，插秧的时候也很麻烦，因为田里
有很多蚂蟥，干完活走上田埂，就会发现腿
上全是蚂蟥，过了好几个月，大家才慢慢适
应下来。

俞莲英说，虽然当时觉得很艰难，但现在
对于她来说，又充满了回忆，修水库、种地、放
牧、当赤脚医生……苦是苦了点，但也锻炼了
各种各样的技能和不怕苦的意志。

这个月是陈士海的“高光时刻”，他的100幅庆
祝建党100周年剪纸作品，在镇海招宝山人文艺墅
举办了为期一个月的专题展览。这些剪纸作品用
具有中国传统特色的卷轴画纸进行装裱，挂在古
建筑展厅里熠熠生辉，吸引许多市民前来参观，大
家纷纷为这位了不起的“海上剪纸大师”点赞。

前天，记者走进镇海招宝山人文艺墅展厅，
只见四周墙面挂满了剪纸作品，有“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革命圣地”“廉政文化”等内容。

创作者是镇海区的陈士海，今年58岁，是一名
海员，这些剪纸作品都是他在茫茫大海上完成的。

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展区，12个核心价
值观词语被设计制作成了12幅剪纸作品，整体形
式都是以可爱的中国福娃展示核心价值观的词，
但每个福娃形态各异，各有表情。作品中还含有
许多装饰元素，细节丰富、生动活泼、主题鲜明。

走近了细看，这些剪纸作品技法十分细腻，
鱼的鳞片、花瓣树叶等都被一一剪刻出来，说是
剪纸，看上去就像是一幅精美的工笔画。

展出的内容十分丰富。有表现景物的革命
圣地延安、南湖红船，有表达喜悦之情的“热烈庆
祝党的生日”“永远跟党走”等。

“我是一名老党员，我想庆祝建党100周年，
就创作了100幅剪纸作品来献给党。”陈士海说，
他从2019年3月开始创作这组剪纸，到2020年
10月完成全部创作，历时一年半。

在茫茫大海上，他不抽烟、不打牌，也不爱玩
手机和电脑游戏，就只有一个爱好——剪纸。

海上风波不定，轮船不时摇晃，陈士海剪坏
了不少纸，100幅成品起码剪了200张红纸。慢慢
地，他还练就了在摇晃中也能剪纸的技能。

“剪纸作品不是简单地剪，剪并不难，难就难
在设计和创意。”陈士海兜里一直揣着一个小本子
和一支笔，脑子里无时无刻地都想构思、想创意。

“我经常半夜里躺在床上都在想剪纸，忽然
灵感闪现，就赶紧起床在纸上先画下来。”陈士海
说，剪纸作品都是有主题有思想的，那样的作品
才会有灵魂、有价值。

记者 陈善君 通讯员 罗梦圆 文/摄

49年前下乡到宁海越溪公社的30位知青

“我们一起聚聚可好？”
“快过去50年了，我们也从年轻人变成老年

人了。现在看见别人聚会，就会想起20多岁时
一起下乡到宁海越溪公社的知青们。那是在最
好的年华里相互陪伴的朋友，我希望能通过晚
报找到他们，大家一起聚聚。”4月26日，一封读
者来信引起记者的注意。4月 27日，记者根据
信封上的地址，找到了寄信的娄开封。

现在只有7人保持联系

“宁海村庄的面貌变得很快。我回宁海去
看过，已经完全认不出当年的样子了，那里变
得很干净很漂亮。”俞莲英说，现在交通那么发
达，坐车也不会累了，想和大家一起去现在的
宁海越溪聚一聚。

可如今，他们只有7人还保持联系，还有几
位，娄开封只了解大概的去向，更多的已经失
去联系多年。“当时我们在下乡的时候，了解到
大部分知青住在原来的江东区。结束下乡后，
有些人留在了宁海，有些人回到宁波。回到宁
波的，后来也因为拆迁等原因，很多人都失去
了联系。”娄开封说。

“真的很想他们，想要找到他们。如果其
他知青看道了这篇报道，希望能和我们联系。”
娄开封说，他们建立了微信群，现在只有7个
人，希望30位知青今后都能齐聚在这个群里。

根据娄开封的回忆，记者联系了宁海越溪
乡宣传干事周洁。周洁表示，由于年代久远，
有关越溪公社的线索现在很少，在与越溪乡下
辖各村联络后，只找到一位此前已经联络上的
知青黎美丽。 记者 林伟 见习记者 王昱汀

如果您是当年知青，或知道相关线索，可以
给我们留言或拨打本报热线0574-87777777。

目前能回忆到的名字有（由于没有确切的
名单，部分名字可能不准确）：

杨英娣、杨芝平、李慧芬、胡康永、王家康、
楼达兴、应苗美、俞莲英、黄逸华、曹慧珍、黎美
丽、包明芳、陈美玉、高亚飞、陈培珍、徐亚君、
丁善娟、杨亚莲、茅林玉、茅梅芬、徐仁福、陈良
杰、毛培芳、徐国兴、毛利平、历杏云、钟春菊、
周娣、张锡荣、袁佩君（上海知青）

陈士海在剪纸。

当年的老照片

茫茫大海的轮船上
58岁海员花一年半时间

创作100幅剪纸作品
庆祝建党100周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