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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序

这是一部与我已经出版的完全不同的书。

它收录的，是除评论以外的其他类作品，包括消息、通

讯、散文、调查报告、论文及工作方面的文稿。它们的时间

跨度，从 1964 年到 2011 年，长达 48 年，包括上世纪 60 年

代、80 年代的、90 年代，和本世纪头 10 年、 10 年代。 ι 世

纪 70 年代主要忙于"三支两军"写了大量的文件、报告和

领导讲话。这些文字不管好与不好电版权都不是我的。

因为时间跨度犬，所选作品的时代特色迥异。对于这

些带有不同时代印记的文章，我的原则是尊重历史，保留

原貌，除明显的文字、语法差错外，一律不/敬改动 c

入伍的第二年即 1962 年，且就在连队担任文书。连队

文书的身份是战士，工作内容与文字有关。也就是说，从当

文书那一天算起，我已经与文字打了半个世纪的交道了。

1963 年，团政治处可能觉得我写的东西还可以，就吸收我

为报道组成员，参加过一些新闻知识的培训。 1964 年，营

政委从属连队里抽调了包括我在内的 3 名战士写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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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是部队上岛之后海岛所发生的巨大变化。几经周折

t 见散文《一句话的新闻课川，这篇稿子终于在《解放军

报》、《人民前线队《浙江日报队《宁波大众》上发表，题为

、岛"北京路">。我的名字第一次出现在报纸上。它 {11.山成

了我新闻生涯的起点。为了纪念这个起点，本书就以"小岛

‘北京路，，，名之。

收入的作品中，相当一部分与海洋渔业有关。因为转

业的第一站是宁波海洋渔业公司。先在仓库里做保管员，

以后去公司的知青点当带队干部电一年后调到经理办公

室，后又调入党委办公室。在两个力公室工作期间写了一

些新闻和调查报告。 1984 年，公司创办企业技《宁渔报》，

让我兼任主编，与新闻更接近了 c 这份报纸虽然只是四升

四版，一月)期，倒也是五脏俱全。头版的信息都在 10 条

以上，搞过两次舆论监督电每个版都设言论专栏，第四版副

干!J 迈开了个"杂文"。我对评论、杂文的兴趣，当起于此时。

这份小报在宁波市和浙江省还有点影响，被选定为省企业

报协会副会长单位 c 现在老职工们见面，还常说起它。

入选的散文数量不多，基本上是进入报社以后写的。

其中有一篇应该属于 ;J、说。因就:称得上小说的，只有唯一

一篇，只能混在"散文篇"里了。从这些散文和小说中，似乎

可以窥见评论和杂文的影子。这也算是一个特点吧。

从《宁波日报》复刊主u 调入宁波日报社的气年时间，我

一直是《宁波日报》的评报员，写过一些评报稿。这里只选

其中一篇<"出钱买批评"赞》。据当时的群工部主任说"出

买批评"是我最早提出的。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搜集整理这些文稿纪我的思绪推回到了从前。年轻

时听老人们说几十年前的事情还"历历在目"我不大信。

现在自己成老人了，才知道当时他们说的不假。看看这些

以前用力过、感动过的文字，一些老同学、老战友、老同事、

老采访对象的情状，又跃然纸 Lo 特别想到其中有的已经

不在人世了伤感之情久久不去。

人生漫长而又短暂不珍惜很快就流走了 c

本书的出版，得到了很多帮助。特别是宁波市委宣传

部、宁汉市文联、宁汉日报报业集团的领导给予了大力支

持。还有一些老朋友、新朋友帮我扫描旧作、核实材料、校

对文字，中淡出版社认真编排，宁波印务中心精致印刷，在

此一并表示衷心的感谢。

作者

2011 年秋于宁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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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岛"北京路"

在祖国东南碧波万顷的海面上有个方|员1不到两公

里的小岛，岛上有条"北京路

i通E 向小岛的腹地O路虽只有囚米宽，可是，驻守在岛上的战

士们，却对它有着特殊的感情。

四年前的春天，某部=营奉命进驻这个小岛。这里唱波

涛咆哮咽工主雾弥漫咽怪石麟由句咽芦苇丛生， ì主条羊肠小 i11都

没有。战士们运粮食，搬弹药，担水，就得跨悬崖，穿芦从 c

一次咽班长孙丁益挑了扫清水咽吃力地往回走 c哪料一不留

神，一脚踩在石头1::，摔倒了，两桶水泼得精光。他嘀咕着:

"要有条路多好呀 1 " 

就在这时候，营党委研究决定修一条公路。战士们昕

到了这个振奋人心的好消息唱个个部乐坏了。大家都想给

它起个名。有人提议叫它"爱岛路"表达我们海防战士的

心意，告有牛人提议叫

海岛 υ最后大家一致同意日μ叫i叫i 它‘"‘北京路"二O战士f汗们门]i说且:北京是

我们伟大祖国的心脏我们建设海岛就是为了保卫北京

城，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

兴建北京路的工程开始了，连长时荣庆处处带头，打

通
讯
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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锤、掌奸，重活样样干。他说"这不是普通的劳动，这是战

斗。美蒋匪帮时刻想来窜犯，咱们要不抓紧建设海岛，怎么

能够保卫好 Ël ，.指导员赵书文鼓励大家说"公路修到山

尖尖，可不是桩平常事!我们要拿出革命战士的大智大勇

来，早日修好北京路 1 "不论白天黑夜，铺头叮当，铁锤挥

舞炮声隆隆歌声朗朗组成了一支铿锵的劳动交响曲。

北京路很快地向前延伸，工地上响彻了战士们雄壮暖

亮的歌声.

"美丽的海岛，

祖国的屏障，

山顶作操场电

可爱的家园就在阵地土，

小
岛

歌声惊飞了群群海鸥也惊动了满天的屋里。

夏末秋初是岛 t最炎热的季节太阳晒得地皮也发

烫。就在这时电战士们投入了修建回车场的战斗。这是修建

北京路最后、也是最艰巨的一项工程电得平出一块八百平

方米的地 除石三千五百多立方呢!有个战士风趣地说

6乖乖得劈掉半封山日军 1 "李政委说:‘愚公敢移掉两座山唱

革命战士难道伯半兵山? "战士们信心百倍地向党保证

山，坚决劈掉，车场，如期修好?于是，这场最后的决战开始

了 c 新战士殷金堂，头天夜里学了《愚公移山 þ ， 干劲特别

足，连干了七小时还不过瘾。大家都劝他回去休息，他却l

i兑:‘修北京路多流点汗，就感到多一份幸福 1 "副政委一边

掘土运石，一边豪迈地说:‘修北京路是光荣的劳动，更是

崇高的享受 1 "工地 t ，一对对，一绵绵咽互相竞赛着唱谁也

不相让。战士们深情地说.早点让北京路通车，我们乘车去

见毛主席 1

北
京
路

? 



回车场完工了 1 北京路落成了 1 战士们!L"里是多么甜

啊。大家尽情欢呼歌唱，银灰色的海鸥也翩翩起舞，同战士

分享胜利的喜悦。 战士们越是热爱北京路，就越要把它打

扮得美丽。他们就地取材，从山上、海滩边抢来各种奇形怪

石，在路旁垒起一座座假山。富有想象力的战士，还在假山

上修起了天桥和延安宝塔。他们说:用天桥把小岛平日北京

城紧紧相连，让延安作风在岛上代代相传。有的战士抢来

彩色斑斓的贝壳，在路旁镶成"以岛为家"、"艰苦为荣"和

"战士的心向北京"、"毛主席万岁"等标语。平日，战士们都

喜欢在北京路上漫步谈心，节日电北京路上搭起彩棚，中间

挂上大红灯贴上"人人向往北京城个个热爱毛主席"的

对联。如今，北京路上又树起了一根根水泥电杆，装上了一

排排电灯，每当夜幕垂落的时候，小岛成了一颗晶光四射

的夜明珠。

通
讯
篇

(与幸祝巨、黄包贤丰民合作，原载 1964 年 11 月 20 日《人

民前线礼 1965 年 1 月 15 日《解放军报))，及《浙江日报礼

《宁波大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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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八路磨剪刀

小
岛

走进宁波海洋渔业公司网具厂党支部的办公室可以

看见支书葛圣臻的办公桌后面放着 块用旧砂轮改制的

磨刀石和小铁掷头。八年来，葛圣臻就用它们修理 r -千

六百多把(次)旧剪刀。

1973 年夏天，老葛刚任该厂书日-----次在 I司工人 A起

劳动中发现)里打绳、织网用的股子麻阳聚乙烯丝很坚

韧， -t~新剪刀用上个把月、甚三户、两个星期 ， ]1 口就饨了。

有些工人坚持着多用几天，手指就被擒起血泡。葛圣辈辈因

此想方设法学起磨剪刀来。

老葛是抗日战争时期人伍的老同志，于 1957 年转业

到地方工作，今年五十七岁。革命战争年代的艰苦生活电使

他养成了珍惜人民财产的好作风。他不顾自己年老、体弱、

工作多尽量挤出时间为大家磨剪刀 O一次他久病初愈电体

力不支，但还是抽出时间电把几十把用饨的剪刀都磨快、修

好。一次，一个工人拿着十多把钝剪刀去仓库上交，也被他

拦了下来υ去年他一共修、磨了二百六十五把剪刀，从废品

堆里拣来的有七十一把。有的剪刀他要磨五、六次，十来

次，直到实在无法再用为止。由于他常年坚持修旧和j废，全

北
京
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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厂领用的新剪刀比前一年减少了百分之八十多。

有人对他说"把剪刀不到元钱，你辛苦年，不过

节约了 A百元。"他认真地说·‘国家的钱，该花的，就是

A千 万也要花;可以节省的，即使 A分 A厘也应节省。"

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凡是有利于增产、节约的

事他总是身体力行 ;11 箩破了他拿来补好，奋斗坏了他

贴上一块 I日报Il毛毡;看到垃圾堆里有废丝，他就拣起来，并

及时对工人进行勤俭节约的教育，使废丝率逐渐降低.....

去年|、半年，他又添置了两把铿刀、一瓶胶水，自 r_:_:_~ 动手补

车胎c过去，厂用于拉车、三轮车内胎破了，要到外面去f以

既花钱又费时有时要耽误一天生产 m现在只要找到葛

2TS臻，他用钱刀一钱，再从废内胎仁剪 块橡皮贴 t ，不一

会儿咱就又"车轮滚滚"了。工人们称赞说"老葛老八路作

风没有丢。"

在葛圣臻同志模范作用影响下八年来网具厂产量、

产值、利润、劳动生产率等主要指标，年年完成和超额完成

计划，多次被评为公司、地区和省的先进单位。

通
讯
篇

(原载 1981 年 3 月 24 日《于波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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