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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173岁的安乐桥
做个“手术”
它曾抵御上百次洪水冲击

这是浙东小浃江上的一座清代石
桥，已有173岁“高龄”，六墩七孔石梁，
全长61.5米。桥墩由大块的条石叠砌而
成，桥面由两块石板梁并列铺砌，东西向
横跨小浃江，连接着北仑区小港街道下
邵村与合兴村直下自然村。岁月的沧桑
在斑驳的桥石上展露无遗，从桥的横侧
望去，古桥通体不施雕饰，简朴而厚重。

这座桥的名字叫安乐桥，村里不少
老人都知道它的故事，比如它的建筑结
构非常科学，曾有效抵御了上百次洪水
的冲击。但因年久失修、车辆荷载、自然
及人为破坏等原因，古桥受到一定程度
的破损。3月16日，几位工人正在桥上
施工，对它进行保护性修缮。

“《镇海县志》记载，安乐桥又名七眼
桥，位于下邵集镇西侧小浃江上，原为东
陵渡，因屡有覆溺，清道光二十九年
（1849）建此桥。这样算来，今年它已经
173岁了。”小港街道文化站站长朱凯旋
向记者介绍道。

2000年12月12日，安乐桥被文物
部门核定公布为北仑区级文保点。专家
们认为，安乐桥是不可再生的历史文化
资源，有典型的地域特征和较高的文物
价值。桥梁、桥墩、望柱与栏板勾榫连接
的做法保存了显著的地域特征，是研究
本地梁桥建筑的实物例证。同时，经历
了170多年的历史变迁，安乐桥完好地
保存了下来，承载着小浃江沿岸往来村
民乡土风情的生活记忆。

2007年，安乐桥北侧另造了一座新
桥，安乐桥则被封堵保护。但近期，文
保专家在对安乐桥的一次“体检”中，发
现桥台、桥面板、条石栏板均存在不同
程度的损坏，决定对桥体实施保护性加
固修缮。

朱凯旋表示，本着保护文物本体的
目的，同时考虑到安乐桥是彰显地域文
化特色与研究北仑当地桥梁史的重要实
例，此次修缮将按现状形制、结构、工艺，
根据病害损伤的类别和程度采取必要的
维护措施，保障石质文物安全，保持文物
建筑的真实性和完整性。“希望修缮后的
安乐桥能继续成为年轻人寻访古迹、观
赏旅游的好去处。”朱凯旋说。

记者 吴丹娜 通讯员 王禹

由宁波市文明办、宁波市妇联主办的宁波版
“人世间”故事正火热征集中，入选的故事将在
宁波晚报、甬上APP刊发，我们邀请您来分享
生命中那些刻骨铭心的感人瞬间、家风家训故
事，与读者一起感悟生命的坚韧与力量。

【参与方式】您可以“我手写我心”，晒出
您的传家宝、全家福、一封家书，讲述那些珍
藏心间的故事；也可致电13780000894提供故
事线索，或添加该号码的微信，我们将安排记
者前去采访，把您家的故事进行呈现。

宁波版“人世间”故事等您来分享

这件金银彩绣制品
承载了一家四代的“人世间”故事
家庭家教家风家庭家教家风

“我是一名在上海的宁波
人，请问可不可以分享我家的
‘人世间’故事？”昨日，得知宁
波晚报、甬上APP正在向社会
征集宁波版“人世间”故事，53
岁的刘立群拨通了记者电话，
分享了他家的故事。

因为疫情关系，记者未能
与刘先生见面，但在交流过程
中，能明显感受到这个家庭温
暖、积极、向善的精神力量。

一件金银彩绣制品，现已传至第四代
刘立群晒出了家里的一件传

家宝——金银彩绣制品。
金银彩绣，是中华民族优秀

的传统手工技艺，宁波刺绣的一
种，即以金银丝线与其他各色丝
线一起，在丝绸品上绣成带有不
同图案的绣品。宁波的金银彩绣
色彩浓郁，表现力丰富，广受海内
外人士欢迎。

刘立群家的这件金银彩绣，
是他的外曾祖父的，传到他手上，

已经是第四代。
“外曾祖父的老家在宁波镇

海，新中国成立前，他带着全家移
居到了上海，在所携带的所有行
李中，最珍贵的就是这件宁波金
银彩绣制品。”刘立群说。

绣品的保管需要认真、耐心，
刘立群的外曾祖母就把它放进家
里的樟木箱，并用一个大纸袋套
在绣品外面，以作保护。

“放在樟木箱里是为了防止

被虫咬，但不能放樟脑丸，因为
樟脑丸有一种化学物质，会使
金银线失去光泽。”刘立群介绍
道，平时他们还会定期把绣品
拿出来，放在阴凉处通风，以除
去霉气。

从外曾祖父，到外婆，再到母
亲，每一代人都把这件绣品视作
珍宝，“这倒不是价值的问题，而
是一种传承，这件传家宝还承载
了我们家的家风。”刘立群说。

看见这件传家宝，就会想起家风家训

当初，刘立群的外曾祖母希
望子女多学手艺。在她的悉心
教导下，孩子们开始学习裁剪和
刺绣。

一开始，外曾祖母将一些没
用的布料给子女们练习，以培养
兴趣。等他们年龄稍大，便带他
们到宁波同乡老师傅——“红帮
裁缝”的店里学手艺，学成后，他
们就自己做衣服了。

“熟能生巧、勤能补拙，大家

发扬勤俭节约的作风。当时家里
人口众多，自己采购布料做衣服，
着实省了不少钱，而且掌握了这
门手艺，对大家的帮助挺大的。”
刘立群表示。

改革开放后，宁波绣品厂重新恢
复了金银彩绣工艺，并有作品获省和
国家奖。但随着时代的变化，金银彩
绣在宁波已乏人制作，个别中老年人
虽有艺在身，但因其成本大、收益小
而难重操旧业。

“虽然传统手工艺品做的人
少了，但是每当看到这件传家宝，
我们都会想起祖先立下的家风家
训——认认真真、熟能生巧、勤能
补拙。这句话一直勉励着我们后
人。今天我把绣品与大家分享，
也是圆了我们家人的一个心愿，
对于我的后代，我也会让他珍惜
所有，多学手艺，传承好家风。”刘
立群告诉记者。 记者 朱琳

刘立群展示家中的金银彩绣刘立群展示家中的金银彩绣。。 受访者供图受访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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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一位中年妇女来到农行姜山
支行办理现金转账业务。该客户犹豫而
急切的神情，引起了大堂经理的警觉。
大堂经理没有立刻为其办理转账业务，
而是详细询问该客户的转账用途以及是
否认识收款人等信息。客户告诉大堂经
理，她最近在网上结识了一名女子，该名
女子说只需给指定的银行账户转账
1700元，便可加入该女子的公司共同参
与盈利，是一个很好的赚钱机会。

得知该客户要给在互联网上不认识
的人转账，且对方是以盈利为借口，大堂
经理初步判断该客户可能遭遇了电信网
络诈骗。于是马上阻止其办理转账业务，

立即启动防诈骗应急预案，并仔细查看
客户提供的卡号以及与对方的聊天记录
等内容。通过查看聊天记录后发现，对方
并未说明自己公司的名称以及从事的行
业，只是一味以盈利为诱饵给客户洗脑，
要求客户立即到银行转账。根据这些信
息，可以基本断定这是一起电信网络诈
骗。大堂经理立即告诉客户不要给对方
转账，并向客户详细讲解了电信诈骗的
相关套路和防范知识。客户终于意识到
对方是个骗子，及时停止了转账。

长期以来，农行姜山支行积极响应
政府和监管部门号召，以网点厅堂为主
阵地，开展了“防范电信诈骗”“防范非

法集资”“金融知识进万家”等系列金融
宣传活动，利用营业网点晨夕会、安全
学习、教育培训、预案演练等方式，积极
宣传和应用防范电信诈骗知识。同时，
根据不断变化的电信网络诈骗发展趋
势，及时督导员工为客户做好风险提示
工作，引导客户增强风险防范意识，为
客户着力把好资金关。

农业银行宁波市分行提醒广大市
民朋友，当前电信诈骗手法层出不穷，
防范的关键是要做到“三不一要”：一是
不轻信，不要轻信来历不明的电话和短
信，不要相信犯罪分子的花言巧语，及
时挂断电话，不回复短信；二是不透露，

坚持不向对方透露个人、家庭身份信
息、存款和银行卡各类信息；三是不转
账，绝不向陌生人汇款、转账；四是要及
时报警，一旦发现被骗，立即联系银行
冻结账户、更换银行卡、修改密码，或直
接报警，及时挽回损失。

记者 徐文燕 通讯员 陈宁迎

农行姜山支行筑牢防范电信诈骗“安全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