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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年1月1日，晚
报创刊号头版刊登了当
天“甬城新年第一跑”的
新闻。那天清晨，许建永
就在参加环城长跑的千
人队伍里，他的跑步生活
一直坚持至今。

“《宁波晚报》已经陪
伴我和家人近1万天，早
已经是老朋友。”许建永
说自己“与晚报有缘”，
20多年来曾多次“登上”
晚报版面，有时候是参加
跑步健身，有时候是参加
公益活动。

作 为 甬 城 资 深 跑
友，坚持长跑已长达40
多年的他见证了宁波跑
步运动的兴起：“20 多
年前，宁波元旦长跑是
每年最大规模的跑步活
动。随着社会发展，全
民健身理念渐渐深入
人心，参加跑步的人越
来越多，市民能参加的
马拉松赛事也层出不

穷。不过，还是每年的
元旦迎新跑最具仪式
感。”

许建永除了跑步，
还喜欢读报、读书，也喜
欢参加公益活动。他参
加各类跑步比赛获奖无
数，参加各种征文、主题
词征集等活动，也频频
得奖。

2001 年，许建永的
名字出现在《宁波晚报》
头版新闻里：宁波三江口
新建的CBD广场征名，
从晚报上看到消息后，他
就投稿建议叫做“天一广
场”。最终“天一广场”名
称被采用，许建永带着儿
子把1360元税后奖金捐
献给了希望工程。

许建永说，有幸养成
跑步、阅读、公益的好习
惯，这是丰富自己人生的

“三驾马车”，“也是自己
最大的福报”。

记者 戴斌

晚报从创刊的第1期到现在的第10000期，10000个
日日夜夜书写在一张张报纸上，一页页展开，仿佛打开了
穿越之门，波澜壮阔的城市变迁跃然纸上。

时代在变、形态在变，但有些事，晚报始终不变。
历史是昨日的新闻。在晚报第 10000期的此刻，我

们回访了1995年 1月 1日创刊号头版上每一篇报道中的
人物、事件，倾听历史的回声，见证时代的发展，于万家灯
火中，致敬创刊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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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的日子
平静而充实

《如此健身岂能康复
蓓特福健身康复中心竟有
卖淫嫖娼勾当》，这是刊登
在《宁波晚报》创刊号的一
篇舆论监督报道。时任宁
波晚报社会新闻部部主任
的桂晓燕，在创刊之初一
直在采访、撰写和编辑大
量的舆论监督报道。她和
她的同事们，坚持做生活
的有心人，用专业和态度，
打造了《宁波晚报》舆论监
督特色，也为《宁波晚报》树
立了公信力。

早在《宁波晚报》正
式创刊前的试刊期间，晚
报的舆论监督报道就已
有 了 很 大 的 影 响 力 。
1994 年 11 月 18 日，是
《宁波晚报》试刊第二期，
桂晓燕以宁波晚报社会
新闻部记者的身份，撰写
了《开刀接错肠 病家哭
断肠 傅云海险被“马大
哈”医生送命》一稿，揭
露了当时深圳市南山区

医院一起全国罕见的医
疗事故——因为医生的
不负责任，在深圳打工的
奉化人傅云海差点客死
异乡。报道一经刊发，便
引起巨大反响，稿件也被
全国多家媒体转载。

11月28日第三期试
刊、12月16日第四期试
刊，桂晓燕又与同事合作，
相继推出了傅云海事件的
后续报道。最终，医院代
表专程赶到宁波，向傅云
海致歉并表示愿意赔偿，
同时该院成立了医德医风
领导小组，相关责任人被
撤职并被严重警告。傅云
海也在本地医院得到进一
步治疗，逐渐康复。

5 年后，在《宁波晚
报》创刊五周年之际，桂
晓燕还前往奉化山区重
访傅云海，当时傅云海身
体已康复，成家立业，孩
子已上幼儿园。

记者 丁晓虹

《宁波晚报》创刊号
头版上，有一篇《各界人
士纷纷向“孤儿”送温暖
徐长峰表示要通过自身
努力克服困难》的新闻，
奠定了晚报心系寻常百
姓的温暖底色。近日，记
者辗转联系上了新闻事
件的当事人徐长峰，展开
时隔27年的“回访”。

如今，44 岁的徐长
峰早已有了自己的小家
庭，还在江北天沁路经营
着一家体育彩票店，日子
过得平静而充实。

看着晚报创刊号的
翻拍照片，徐长峰感慨不
已。他说，自己打小就比
较乐观，虽然早年的经历
在其他人看来是比较苦
的，但他不但没有就此消
沉，反而因为感觉“没什
么好输的”，有了勇往直
前的拼劲和闯劲。

“我努力过，拼搏过，

不负人生。对于现在的
生活，我比较满意！”徐长
峰说，如今《宁波晚报》即
将迎来1万期，他衷心祝
愿晚报在以后的日子里
越办越好。

记者还采访了这篇
新闻的作者，浙江省双十
佳新闻工作者，时任晚报
社会新闻部主任、资深记
者、编辑桂晓燕老师。她
说，当徐长峰的故事引发
社会关注后，爱心如潮水
般涌来，创刊号头版上的
报道记录下了这些温暖
瞬间。

“当年，这么多爱心
人士对徐长峰的帮助，也
正是对刚刚诞生的晚报
的支持和鼓励。”桂晓燕
动情地说，如今，晚报即
将发行第10000期，时代
在变，但晚报的温暖底色
不变。

记者 王思勤

1995 年 1 月 1 日，
《宁波晚报》创刊号头版
报道了89名医务工作者
无偿献血迎新年的活动，
采访了两名医务工作
者。其中第一个献血的，
是时任中医院副院长的
茅永斌先生。

27年过去了，今年
73岁的茅先生看上去比
实际年龄年轻很多，身
体硬朗，声音洪亮。说
起晚报当年的报道，茅
先生依然感触颇多。

他说，那时候献血
不像现在这么自愿和踊
跃，当时他正值壮年，因
此，每当需要献血时总
是积极报名。他的以身
作则也带动了单位职工
积极参与。

为了方便志愿者自
愿献血，宁波街头出现
了流动献血车和献血
屋，成了甬城街头一道
靓丽的风景线。而且随

着无偿献血的志愿者越
来越多，宁波的血液供
应已完全来自无偿献
血，并且实现了自给自
足，这是宁波社会文明
进步的一个标志。

茅先生说，宁波无
偿献血事业的发展，《宁
波晚报》功不可没。大
量、持续、准确的科普宣
传，消除了公众对献血
的疑虑，也让大家对无
偿献血的社会意义有了
更多的认知和了解。

茅先生说，相伴多
年，他早已成了晚报的
忠实粉丝，每天阅读晚
报已成为他生活中不可
或缺的一部分。他希望
晚报继续坚持办报的初
心，坚持正能量的引导
作用，抢占舆论阵地，引
导读者，特别是引导年
轻人树立正确的三观。

记者 程鑫

1995年1月1日《宁
波晚报》创刊号，刊发了
记者何良京的报道：市政
府1994年初确定的九件
实事工程之一——确保
旺季供水及水厂扩建工
程全面完成。全市水厂
日供水量提高至60万吨
以上。

20多年过去了，《宁
波晚报》和市民一起，共
同见证着这个城市的成
长，目前宁波的供水量比
1995 年已增加了近 3
倍。

全国首创水库群联
网联调新模式——中心
城区水库直供水由40%
提升至100%，建设完成
了白溪水库引水、皎口
水库引水、钦寸水库境
外引水以及东钱湖、毛
家坪、桃源水厂等重大
供水工程，形成了多水

源联调、多水厂联网、多
水管联供的宁波城市现
代化供水体系。同时在
全国范围内，率先提出

“分质供水，优水优用”
理念，开启水库水作为
饮用水源、江河水作为
工业水源的“双供水”时
代。民生保障效益和社
会影响力显著提升。

2016年1月，江东水
厂超滤膜处理工艺投入
试运行。2020年6月，总
投资17.54亿元、设计供
水能力 50万吨/日的桃
源水厂建成通水，形成
了宁波中心城区200万
吨/日的制水能力，其中
有70万吨是源自第三代
超滤膜净水工艺，自此宁
波领跑全国开启饮用水

“膜时代”。
记者 边城雨

通讯员 林涵 文/摄

1995年1月1日《宁
波晚报》头版上刊发了一
则题为《“炎黄杯”〈当代〉
文学奖揭晓，宁波市作家
夏真王毅榜上有名》的报
道。27年转瞬即逝，在
《宁波晚报》即将迎来1万
期前夕，记者前往作家夏
真的家中，进行了一次跨
越27年的“回访”。

夏真，著名作家，宁
波人，退休前曾任宁波教
育学院人文分院院长，二
级教授，至今已发表作品
1000万字，出版长篇小
说、长篇报告文学、散文
集等作品25部。其中长
篇报告文学《生命之歌》
获1994年中宣部精神文
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
是浙江省第一个获此殊
荣的作家。

夏真告诉记者，当年
获奖的中篇小说《黑冰》
其实是节选自她的长篇
小说《残酷的罗曼史》。

作为一部里程碑式的作
品，《残酷的罗曼史》受到
了读者们的热捧。

上世纪 90年代，夏
真在晚报副刊上刊发了
多篇散文作品，几年后，
夏真的第一本散文集《写
字台边的黑猫》出版，里
面大部分文章都是在晚
报上发表过的。

“或许是受父母工作
的影响，我的大儿子从小
喜欢看书，也喜欢写作。
15岁时，他创作了人生
中第一部微型小说《盲》，
发表在了晚报上。”在夏
真的记忆里，得知小说发
表的消息后，儿子高兴得
一脚将鞋子踢到了天花
板上。

总结起自己与晚报
的缘分，夏真笑着说：“我
与《宁波晚报》缘分匪浅，
她就像我的‘初恋’，影响
了我们家两代人。”

记者 潘苗 朱立奇

晚报影响了
我们家两代人

用专业和态度，
打造晚报
舆论监督特色

见证宁波
从‘等水喝’
到‘喝好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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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最大的境外水库——钦寸水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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