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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道轩

名医丁良瀚，名师胡明德，少年大学生施展；

穿山客运站，霞浦工办食堂，新大路夜市，外宾招待所，海员俱乐部；

东风老酒，呛便烧酒，桂花汽酒；

郭巨灯具，霞浦童装，塔峙模具，湖塘铜字铜牌；

做大塘，造水库，为冰厂挑冰，上山挖青衣，捻河泥，还有“绍兴船家”在

芦江、岩泰河、小浃江上泛舟捕鱼；

……

这些地道的北仑故事，浓缩着北仑父老乡亲的苦乐和追求，寄托着在外

游子的怀恋和乡思。这些故事曾经只是口口相传，存于人们心底，如今终于

得以化为文字。

本书内容分为两部分：

第一部分（第一册、第二册）是以北仑新区时刊年轻记者为主采写的通

讯报道，主要记录上世纪 50 年代至 80 年代发生在北仑（原镇海县甬江以南

部分），如今 40 岁以上土生土长的北仑人会感到特别亲切的一些人和事。我

们按照内容作了粗略分类，用英文字母 A、B、C…… 作了标志。

第二部分（第三册）是北仑的中、老年乡土作家们撰写的散文，反映北仑

父老乡亲在物质匮乏年代里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以及人际关系中的真善

美。这些散文按在北仑新区时刊上的刊登日期顺序编排。

为了保留原汁原味的北仑方言，本书使用了一部分借音字，如“塌蛋”、

“塌青麻糍”、“红毛番薯（土豆）塌塌”中的“塌”字，“番薯笠”中的“笠”字，“筛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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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寨”中的“寨”字，“田螺延在田里”中的“延”字，“水塔糕”中的“塔”字等。

新中国成立以来，在北仑这块土地上，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人们从未

停止过艰苦奋斗创造美好生活的实践活动。许多事情，即使以今天的眼光

来看，也是很有意义、很有价值的，不仅推进了当时北仑的经济社会发展，丰

富了人们的物质文化生活，还为如今北仑的开发建设打下了基础，留下了精

神财富。譬如，没有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塔峙公社模具产业的发端和兴起，很

可能就没有如今蔚成大观的北仑现代模具、汽配产业集群；一代名师胡明

德与少年大学生施展的师生情缘，三十多年来一直激励着北仑学子去追寻

心中的理想；暂且不说做大塘、造水库，即便是柴桥农民和瑞岩寺林场工人

1958 年至 1965 年栽植的金钱松林，如今也已成为九峰山景区山顶上的特色

景观。诸如此类有意义的人和事，由于当时镇海县和北仑地区没有报社，没

有文字记者，未能在纸面上进行系统翔实的记载，甚至没有留下只言片语，

除亲身参与者外，当时的社会大众也只是看到、听说个大概，并不知其详情。

如今，一些当事人正逐渐老去，说得清楚来龙去脉的人越来越少。为了不使

这些人和事在岁月流逝中湮没，给今人、后人留下遗憾，有必要进行抢救性

的采访报道，为老一辈干部群众树碑立传。

由宁波日报·开发导刊编辑部承办的北仑新区时刊，创办于北仑区、宁

波经济技术开发区实行新管理体制之后的 2003 年初，当时只有几名记者，

一周出版一期；2007 年下半年扩成周三报后，有了十几名记者、编辑；2010

年扩成周五报，记者、编辑也增加到二十几名。从 2008 年开始，编辑部在做

好“新近发生事实”报道的同时，抽出一小部分人手开展“往事”的采访报道

工作。

北仑新区时刊的“80 后”记者们，对挖掘这些老底子事情充满了热情和

韧劲，在通讯员和热心人的帮助下，辗转寻访老一辈当事人，有的到镇海寻

找退休老干部，有的迂回劝说心有顾虑的当事人接受采访，他们还设法查考

档案资料，搜集老照片，到原貌早已荡然无存的现场还原当时的场景。几位

只会讲普通话的外省籍年轻记者，通过深入细致的采访，写出了几十年前原

汁原味的“北仑土话”。

随着越来越多的往事报道和怀旧类散文在《北仑新区时刊》刊登，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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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多的人建议我们把这些文章结集出版。据我们所知，已经有不少读者将

这些牵动自己情感的文章剪下来保存。

本书记载的基本上是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人和事，需要说明的是，记述国

营、集体企业和人民公社在一些具体的方面曾经取得的成功和业绩，并不意

味着我们留恋当时的经济体制。依我们理解，当时能取得这些成功和业绩

的原因：一是党政组织审时度势，正确决策；二是干部群众敢作敢为，顽强

拼搏；三是在短缺经济的大环境下，只要做出合格优质产品，就基本不愁销

路。事实上，曾经有过鼎盛期的国有、集体企业，在后期已经明显表现出活

力不足、竞争力下降的情况。改革开放是强国之路，我们相信，农业天然地

适合家庭经营，国有、集体企业应当从一般竞争性领域退出，政府应当管企

业和个人不会管、管不了、管不好的事，市场应当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

用。对于旧体制的弊端，对于上世纪 80 年代初开始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变

革、90 年代中后期实行的国有集体企业产权制度改革和三十年间各个领域

的市场取向改革的成功历程，在我们于 2009 年编辑出版的《北仑脚步 ——

北仑新区时刊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年专题报道集》一书中，已经作了比较详细

全面的记载。

本书收录的往事报道，有相当一部分是关于工业企业的。这些报道反

映出这样一个事实：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北仑农村已经开始了工业化进

程；到上世纪 70 年代，各个人民公社已经有了一些社办企业，许多生产大队

也已经有了数家队办企业，甚至有的生产队也尝试着办起小工厂；上世纪

80 年代，在放开搞活的形势下，北仑的乡镇集体企业和个体私营企业加速

发展。有一些工厂是新中国成立之初在民间手工作坊基础上整合发展起来

的；有一些地方国营工厂、大集体企业是原镇海县根据群众生产生活的迫切

需求，派遣得力干部，多方组织资金、技术、人才、物资、设备等生产要素，千

方百计办起来的。与中西部地区、北方地区的农村相比，北仑农村能够较早、

较快地工业化，也得益于与工业中心上海的地缘相近、人缘相亲，以及地处

工业较为发达的长三角地区这些优势，这在社（乡镇）、队（村）办企业和后来

的家庭工厂、民营企业发展过程中的作用尤为明显。北仑人往往在去上海

出差、与上海人交流时萌生办厂念头，通过“关系”从上海等地接来业务，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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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等地请来老师傅、技术员作指导，或派职工过去学习培训，开展以零部

件配套为主的专业化协作，研制生产终端产品，使得北仑的工业基础逐步厚

实起来。一些掌握生产技术、供销渠道的人跳出去“单飞”办新厂，“人看人

样”，老厂周边出现更多生产同类产品的新厂，块状经济逐步形成。在乡镇

企业和块状经济的发展过程中，霞南童装厂厂长张敏元那样的“办厂能人”

功不可没。兴办企业的成功，不但带来经济上的效益，而且具有社会学上的

意义。带有共性的一个情况是，一个“后生”如果在一家好的企业工作，就会

被亲友邻居认为“有出息”，找对象也会变得很“吃香”。

从上世纪 90 年代开始，一些媒体记者喜欢将北仑写成“在滩涂上崛起

的现代化新城”、“在荒滩上建成的国家级开发区”，这大概是为了增加文采。

其实，即便是在物质匮乏年代，拥有肥沃海积平原、交通便利的北仑也算得

上是长三角南翼的一片工农业生产相对发达的富庶之地。开发开放之前的

北仑，并不适合被比喻为“一片滩涂”。

本书也试图为人们理解、看待北仑发生的有关事情提供新的视角。譬

如对于一度兴盛的郭巨灯具业的衰落、外迁，大家议论较多。《从成功走向

新的成功 —— 郭巨人灯具业的前世今生》一文，提出不如把“郭巨的灯具

业”理解为“郭巨人的灯具业”，郭巨人在广东中山市古镇、全国各地甚至国

外干得好，就是为郭巨灯具业续写辉煌。郭巨灯具业发端、兴盛和外迁的过

程，是郭巨人从一个成功走向另一个更大成功的过程。该文还指出，优势块

状经济是在市场竞争中自然形成的，从产业配套条件、生产经营成本等方面

考量，把在中山市古镇开厂的郭巨人再请回郭巨，既无必要，也不现实。

希望本书的出版，能给辛苦过、奋斗过、贡献过的老一辈干部群众带来

精神上的慰藉，让他们知道，在北仑区域开发开放热火朝天，工业化、城市

化、国际化、现代化建设深入推进，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的今天，中青年一

代并没有忘记从前的事情，依旧珍视老一辈在物质技术基础十分薄弱的条

件下所做的点点滴滴和创下的大小功业。同时，也希望本书能给北仑土生

土长的青年人和新北仑人了解北仑的历史、区情和民俗带来便利。

感谢贺友直老先生为本书题写书名，《宁波晚报》的林绍灵为部分散文

作品配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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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为一系列采访报道提供协助的众多热心人，他们中间比较突出的

有柴桥街道方志办的孙兆钧、霞浦工办原副主任贺永根和《小港街道志》编

辑陈性立。

【作者系北仑区委宣传部副部长，宁波日报·开发导刊（北仑新区时刊、

北仑新闻网）编辑部主编】

2013 年 11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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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4 年，昭明兴记电灯轧米厂在柴桥创办，北仑区电力工业由此发端。

随后又有几家民营电力工厂相继建立，主要用于城镇照明、农民轧米。1951

年，柴桥镇人民政府在薛家桥创建了地方国营柴桥电灯轧米厂。1957 年，

中国人民解放军东海舰队后勤部与当地政府共同创办了国营柴桥发电厂。

1959 年大碶镇新路岙水库蓄水后，筹建的水力发电站于 1960 年初发电，供

大碶镇照明和少量动力用电。“当初我们用的是脚踏打稻机、柴油抽水机，

家里照明是煤油灯。”小港街道下倪桥村村民赵宝年告诉记者。

1967 年 3 月，大碶区举办了第一期电工培训班，学员们上午上课，下午

就爬电线杆子，跟着师傅学操作

“全面的、有计划的开始电力建设是在 1966 年。”参与了北仑乡乡通电

工程全过程的原镇海县水利局干部任根德告诉记者，1965 年镇海县电力的

建设委员会成立，按照“先江北，后江南”的建设思路，全面开始电力建设。

1966 年，宁波电力公司镇海供电所建立，在现北仑辖区内先后设立了大碶、

柴桥、郭巨、长山供电所，并于 1967 年 3 月，举办了原大碶区第一期电工培

训班。该培训班学员、原大碶镇堍头村村民陆泉财回忆说，当初跟他一起参

加培训的，还有三山村、杨岙村以及江北的一些学员。那时候，他们上午上

课，下午就爬电线杆子，跟着师傅学操作。“当时还是木头杆子，很多腐蚀掉

了，我们就一边学，一边在家门口维修旧的电线杆子。”陆泉财告诉记者，由

于学了电工技术，他从一名普通的庄稼汉变成了技术工，单位还给他发了一

全区通电是这样实现的

——北仑城乡电力建设历史回顾

□记者　俞慧娜　通讯员　张怡　周凌云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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辆永久牌自行车。“在那个年代，能当上工人，骑上自行车是多神气的事情

啊！”回忆起当时的情景，陆泉财充满了自豪。

“一口香糕一口雪”，双手和双脚是最好用的“搬运设备”，35 千伏大碶变

电所和 110 千伏穿山变电所相继建成

1969 年 10 月，为了发展江南地区电灌建设和解决部队用电，由省水电

设计院设计、省电力安装公司施工的大碶变电所动工建设。工程从 110 千

伏宁波变电所出线，至大碶镇万湫山，线路全长 24.77 千米，于 1970 年 1 月

建成，同年 7 月投入使用。该变电所为我区境内第一座 35 千伏变电所，它

的建成宣告了我区境内无输配电线路历史的结束。

“大碶 35 千伏变电所是 1969 年除夕建成的，我印象特别深刻！”任根德

告诉记者，那年除夕中

午 12 点半，负责生产指

挥的田希和打电话给他，

说 35 千伏变电所已经完

工，要他去与省电力安装

公司办理交接。任根德

告诉记者，由于已到除

夕，车辆调不出来，于是

他从镇海出发，迎着大

雪，一直步行到大碶，在

大碶供销社买了 4 包香

糕就上山与省电力安装

公司交接。“一口香糕一

口雪。”任根德不无感慨

地说道，吃着香糕和雪，

再把铺盖往地上一铺，那

年除夕夜他就是这么度
图为上世纪 70 年代，郭巨电力建设施工现场部分

工人合影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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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的。

大碶变电所建成后，任根德他们又开始考虑将电通到各个公社的事情

了。原大碶供电所所长谢振杰告诉记者，当初他们从各个村召集了 10 多个

经过培训的电工，就凭着几支铅笔、几张纸、几把扒杆、几把钳子，从设计到

施工，他们 10 多个人都包干了。1970 年 3 月，邬隘公社首先通电，1971 年

底全镇 5 个公社的电灌基建工作全部完成，大碶镇道路、商店、加工厂用电

也全部接通。

“当时没有吊机，所有电线杆子、电缆、电线都是人工搬到山上的。”谢振

杰告诉记者，大一点的电线杆子约 2 吨重，总长 12 米，下部直径 39 厘米，上

部也有 20 厘米。当时没有现代化设备，他们的双手和双脚就是最好用的“搬

运设备”。“记得当时天气还比较冷，我们抬一个电线杆子上山，手被冻麻木

了，但身上又出了很多汗，棉毛衫全部湿透了。”陆泉财回忆说，那种感觉真

叫苦。他们每到一个村，村民都主动前来帮忙，帮他们分担些搬运、挖洞等

工作。“每到一个公社，总有村民过来帮忙，这让我们的工程进度加快不少。”

谢振杰说。

1970 年秋天，东海舰队、宁波水利局、华东电力设计院的有关领导一同

来到郭巨紫薇岙考察，并最终决定在紫薇岙建设 110 千伏穿山变电所。110

千伏输电线路由 220 千伏奉化变电所出线，经鄞县横溪到达穿山变电所，于

1972 年建成，是境内第一座建成的 110 千伏变电所。

向霞浦籍原华东电业管理局一位负责人争取到宝贵的物资，用高工分

“悬赏”方式激励村民扛电线杆，山前村在霞浦率先通电

“1973 年 9 月 3 日，山前村在霞浦率先通电。”原霞浦镇党委书记陈金新

告诉记者，这一切，最应该感谢的就是原籍霞浦山前村的原华东电业管理局

一位负责人，就是他帮助家乡解决了宝贵的钢材、导线资源，让郭巨至霞浦

的 10 千伏配电线路工程建设得以顺利进行。任根德介绍说，当时负责跑供

销的他首先想到的就是华东电业管理局一位负责人。1972 年夏天，他专程

前往上海找这位负责人，并将家乡这几年的建设情况作了简单的汇报，同时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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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上世纪 70 年代，110 千伏穿山变进线铁塔架设施工场景

表示，家乡的建设十分需要电力的支持。“他当场就答应会为家乡的建设尽

一分力量。”任根德告诉记者，这位负责人当即从华东电业管理局清仓物资

中，划拨出了一部分钢材和导线，由此郭巨至霞浦配电线路建设的物资终于

有了着落。

与争取物资的顺利过程相比，电线杆子的加工运输显得比较困难。任

根德介绍说，当时省计划会议早已开过，生产电线杆子的新安江水泥制品厂

和金华水泥制品厂第一季度的生产计划已经全部排好，而工程要求电线杆

子立杆必须在农田灌水前完成。“怎么办？”一个采购员，直到除夕那一天，

还奔波在两个水泥制品厂和有关部门之间；另一个外勤员，大年初一就往水

泥制品厂跑，好说歹说，终于将 170 多根电线杆子排进了加工厂第一季度的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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