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本报记者）近年来，电
动自行车已逐渐成为市民出行的重
要交通工具，随之而来各种电动自
行车销售店也多了起来。然而部分
电动自行车商户屡屡占道经营，已
成为一种顽疾。日前，记者走访了
我区多家电动自行车销售店，发现
占道经营情况比较普遍，严重影响
城市交通秩序和市容市貌。

近日，记者来到江口街道东江
路与汇明路交叉口，这里有立马电
动车（汇明路店）、绿源电动车（汇明
路店）、爱玛电动车（汇明路店）3家
电动自行车销售店。然而，为扩大
经营面积，这些销售店都把电动自

行车摆放在店门外的人行道上，一
排排电动自行车几乎占据了大半个
路面，原本宽敞的道路变得十分狭
窄，甚至在机动车道上，亦摆放了不
少废弃的电动自行车。过往的路人
只能小心翼翼地在缝隙中穿行，严
重影响交通。

在走访中，记者询问了一名电
动自行车商户，对方对占道经营行
为十分无奈，他经营的店内只能容
纳50至60辆电动自行车，没法满足
日常的经营需要。“我们知道不能
放到外面，会影响市容市貌和交通，
但是没有办法，店里实在是没有足
够的空间，不得已才将电动自行车
摆到了外面。”该商户表示。

此种占道经营的情况并非个
例，在锦屏街道广平路与庆登桥路
交叉口附近，也存在类似的电动自
行车商户占道问题。

电动自行车商户
占道经营为何屡禁不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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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 讯

■我们的节日·清明

本报讯（记者 郑连乔 王
层裕 通讯员 裘杰）4月 2日，
春光正好，奉化区党群服务中心
一楼阅吧里一片欢声笑语。一场
以“品味清明青韵 共筑党群同
心”为主题的特色活动在此举行，
吸引社区居民、幼儿萌娃、新就业
群体等人员齐聚参加。

当天上午 8时 30分，率先热
闹起来的是青团制作区。来自锦

山社区、锦轩社区、春晖社区的阿
姨们早早抵达现场，她们熟练地
戴上手套，分工明确，有人准备糯
米粉、艾草汁等材料，有人巧手制
作青团，还有人负责整理打包。
不多时，一个个饱满圆润、绿意盈
盈的青团便呈现在眼前。

活动现场另一侧，来自江滨幼
儿园的孩子们头戴粉嫩桃花发卡，
开启了充满创意的漆扇制作探索

之旅。孩子们挑选完心仪的颜料，将
扇子在水缸内轻轻晃动，不同的色彩
相互交融、碰撞，迸发出童趣的光
芒。“这是我第一次做扇子，用了我最
喜欢的金色、粉色，你们看我的扇子
好看吗？”夏晨露小朋友开心地说。

活动进行不久，外卖员们在繁
忙工作之余赶来参与。他们饶有兴
致地加入到青团、漆扇制作等环节，
体验传统手工艺的乐趣。活动接近

尾声时，社区志愿者与居民代表将
装满青团、漆扇等的“暖心礼包”递
到外卖员手中。“在这么美好的春
天，能和社区阿姨、小朋友们一起体
验传统手工艺，感觉特别温暖。”外
卖员王丽娜感慨道。

此次活动不仅传承了清明传统
文化，也进一步拉近了党群之间的
距离，为社区和谐发展注入了新活
力。

做青团 制漆扇

党群携手共赴春日之约

本报讯（记者 郑乃婷 通讯
员 竺斐 郑小蓉）“以后不用东跑
西躲了，我们的小生意有了专属摊
位，收入更稳定，心里也更踏实了。”4
月3日早上，在锦屏街道奉南路与红
墙外弄交叉口的空地上，几十名售卖
季节性蔬菜的农户一边摆放着刚挖
来的新鲜春笋，一边欣慰地说道。

当前正逢春笋上市季节，大量
农户在锦屏街道城基路道路两旁兜
售农产品，因该路段为几所中小学、
幼儿园的途经道路，遇到上学高峰
期，不仅导致道路交通严重拥堵，还
存在安全隐患。

为解决城基路的“马路市场”问
题，区综合行政执法队锦屏中队联
合街道相关部门在经过前期大量深
入走访、实地调查的基础上，放宽

“外摆”执法尺度，最终划定奉南路
与红墙外弄交叉口的空地作为季节
性临时疏导点，实现助农和便民的

“双向奔赴”。
目前，临时疏导点能容纳摊位

约50个，农户可在指定摊位售卖当
季时令蔬菜，方便周边市民前来购
买。同时，为促进临时疏导点的规
范经营，保持摊位周边环境的整洁
干净，区综合执法局与锦屏街道协
商，安排第三方人员进行定点管理、
常态化巡查。

“临时疏导点的设置，让流动菜
摊有了‘家’，满足了农户销售蔬菜
和市民购买蔬菜的双重需求，规范
了市场秩序，让农户‘卖得安心’、市
民‘买得放心’。”区综合行政执法队
锦屏中队中队长景旺辉表示。

放宽“外摆”执法尺度

季节性临时疏导点助农又便民

本报讯（记者 王怡宁 通讯
员 沈绿草）刚刚结束的清明小长
假，阳光在线营业，一路晴暖，提供
了踏青赏春的绝佳时机。本周气温
将再上一个台阶，最高气温将达到
30℃，“初夏体验卡”再度上线。7日
夜里随着暖湿气流北抬，可能伴随
小阵雨出没；9日夜里受高空槽影
响，也将迎来一次短暂的降水过程，
其余时段均以多云或晴为主。

尽管本周最高气温向“3”字头
进发，然而昼夜温差大，早晚凉意仍

在。春如四季，穿衣凌乱，建议大家
及时关注天气预报，采取较为灵活
的穿衣策略，以便及时调整。

奉化气象台本周天气预报：周
一晴转多云，夜里阴局部有小阵雨，
11℃～26℃；周二多云转晴，16℃～
28℃；周三晴转多云，夜里转阴有阵
雨，17℃～28℃；周四多云转晴，
18℃～29℃；周五晴到多云，15℃～
30℃；周六多云转阴，16℃～23℃；
周日多云，13℃～26℃。

本周气温将再上一个台阶
“初夏体验卡”上线

本报讯（记者 郑乃婷 通讯
员 蒋银银 陈托）日前，2025年
浙江省中职学校“校长杯”乒乓球、
羽毛球比赛在区工贸旅游学校落下
帷幕。共有来自全省各地的 40所
中职学校代表队100余名选手参与

激烈角逐。
本次比赛为期2天，设乒乓球、

羽毛球两大项目，采用分组循环与
淘汰制相结合的方式。赛场上，选
手挥洒汗水，以球会友，展现了高超
的竞技水平和顽强的拼搏精神。

省中职学校“校长杯”乒乓球、羽毛球比赛落幕

本报讯（记者 徐琼 通讯
员 王婷婷）为切实做好采茶季消
防安全保障工作，近日，区应急管理
局组成检查组深入辖区内茶厂及其
宿舍，开展消防安全专项检查。

检查组重点对茶厂的消防设施
设备是否完好有效、疏散通道和安
全出口是否畅通、电气线路铺设是

否规范等方面开展检查。在茶厂宿
舍，检查人员仔细查看了用火用电
情况，以及是否存在违规使用大功
率电器等问题。此次检查不仅及时
发现并消除了一批消防安全隐患，
更重要的是提升了茶厂工作人员的
消防安全意识。

消防安全专项检查护航采茶季

本报讯（记者 王林威 通
讯员 吴丽玲）4月3日早上，奉化
区第二中学441名高一学子在教
师的带领下，踏上了25公里的红
色远足征程，前往革命老区松岙
镇，祭扫卓恺泽烈士墓。自 1994
年起，该校便开启了这项极具意义
的活动，32年来从未间断。

此次远足从奉化区第二中学
所在的莼湖街道出发，终点为松

岙镇山下村，途经 11个自然村。
师生们整齐列队，高举校旗、团
旗，朝着目的地坚定前行。历经
数小时的长途跋涉，师生们抵达
卓恺泽烈士墓前。

“徒步让我们体会到先辈们
跋涉的艰辛与不易。短短的 25
公里早已让我们汗流浃背，但对
于先辈来说，这不过是他们的起
点。徒步过程中，我们的脚步虽

然沉重，但内心愈发清明。”奉化区
第二中学学生胡硕果说。

“从校园来到烈士墓前，这一路
无疑是一场历练。路途中，我们见
证了同学之间积极向上、互帮互助
的精神，让我们领悟到了新时代青
年该有的样子。”学生刘卓说。

卓恺泽是奉化第一位共产党
员，曾担任共青团浙江省委书记。
1928年，年仅 23岁的他不幸被捕，

最终壮烈牺牲。在卓恺泽烈士墓
前，师生们拾级而上，庄重地敬献花
圈，鞠躬默哀，寄托对先烈的无尽哀
思，并进行了集体宣誓。

通过32年的坚持，奉化区第二
中学用行动传承红色基因，让革命
精神在学生心中生根发芽，激励着
一代又一代学子铭记历史，奋勇前
行。未来，该校将持续开展此类活
动，将红色传统传承下去。

奉化区第二中学高一学子再启程
徒步25公里祭扫烈士墓

本报讯（记者 邬怡灵 单
晓峰 通讯员 郑家齐）4月3日
一早，溪口镇壶潭村山林间春意渐
浓。晨光洒落，75岁的周友云拿着
抹布、扫帚等清理工具，沿着山道
脚步稳健地走向村里的烈士陵
园。

“这段路，周洪富老师走了近
30年，现在轮到我了。”周友云在
墓前俯下身，清理碑上的落叶。
清晨的露水还未干透，他带着敬
意，一下一下擦拭着墓碑上烈士
的名字。“五年前，我接过周洪富
老师手中的扫帚，成了新的守墓

人，基本上每天都要来看一下。”
周友云手上的动作不停，拾起一
根断枝，又将几株新生的杂草连
根拔起，将陵园四周细细清扫。

周友云告诉记者，1991年，
退休后的周洪富主动承担起村里
烈士墓的清扫工作，擦拭墓碑、拔
除杂草、清理枯枝，每个步骤一丝
不苟，遇到清明等重要节日，周洪
富一天要打扫好几次，而这一扫
就是近30年。直到去世前，他还
一直叮嘱村里人：“这项工作得一
直有人接着做。”如今，接力棒交
到了周友云手里。

记者观察到，一旁同样做着清
扫工作的周洪富的儿子周海波正若
有所思。周海波从小就看着父亲默
默守护着这片红色土地，如今又见
证着周友云的坚守。“等退休以后，
我会义无反顾地回到村里来，接过
老一辈的工作，等自己干不动了，再
传给下一代，一直传承下去。”周海
波语气笃定地说道。

近年来，壶潭村积极发展红色
旅游和生态农业，不断完善基础设
施，保护和利用红色文化与自然资
源，将红色印记串联成一条红色旅
游环线，包括四明特委成立旧址、壶

潭村烈士陵园、革命烈士纪念碑亭
等重要纪念地。每年清明前后，前
来祭扫的人群络绎不绝，最多时一
天能有近 300人。在周洪富、周友
云的坚持和影响下，越来越多的村
民自发加入清扫行列，大家默契地
拿起扫帚、提起水桶，将这片红色土
地守护得干干净净。

壶潭村党支部书记周文元表
示，近年来，村里依托红色资源，建
设了“一馆两线三中心”的红色党建
教育体系，吸引了大量党建团队和
游客前来学习。这片承载着革命记
忆的土地，正在焕发新的生机。

30多年的坚守

壶潭村两代守墓人接力护英魂

记者 陈扬 康诗文
通讯员 周蔚娜

“爷爷，我又替您回家了！”4
月4日，与往年的每个清明一样，
从台北匆匆赶回奉化的罗康（化
名），天蒙蒙亮，就与等候在尚田
街道葛岙村安岩自然村村口的亲
人们会合，伴着亲切的乡音，踏上
熟悉的祭扫之路。这不仅是一次
返乡探亲的旅程，更是一次诉说
思念、血脉传承的团聚。

从海峡对岸跨越千山万水而
来，只想为祖父罗志成完成一个
跨越近40年的心愿。罗康说，这
个故事很长，要从1988年的那个
夏天说起……

一条公路，半生乡愁

1988年的一天早上，满头银
丝的罗志成在台北家中浏览着当
日报纸，突然，一个醒目的标题跃
入眼帘——浙江省宁波市遭受极
端强降雨，他顷刻之间焦虑不
安。罗志成的故乡就在“宁波奉
化安岩”，由于故乡的至亲家里没
有安装电话，他便急忙拿起纸笔，
给远在故乡的侄儿罗国章写信，
询问家乡的灾情。

年近古稀的罗志成辗转了解
到，故乡遭遇洪水袭击，通往村里
的道路损毁严重，村民出行困难。
心急如焚之下，罗志成决定捐出14
万元人民币修缮道路，这笔钱，是
他辗转台湾、香港多地经商，历经
数次浮沉后积攒下的心血。

将这笔钱顺利带回奉化的是

罗国章，至今回忆起叔父，依旧忍不
住湿了眼眶。“那时，台币不能直接
汇到大陆，叔父就托人把钱先带到
香港，换成港币后，再背回上海兑换
成人民币，我提前几天在上海等
候。”罗国章回忆道。

公路建成后，当时的葛岙乡政
府在路旁立了一块路碑，上书“志成
公路”，以此铭记罗志成的善举。

罗志成一直说要回奉化看看，
这是他一辈子的心愿。可惜的是，
1989年，罗志成因病离世，未能如
愿看到这条承载着乡愁的路，也留
下了未能落叶归根的遗憾。

而这一别，两岸的亲人也渐渐
断了联系。在奉化的罗国章一家，
后历经搬迁，在那个通讯不发达的
年代，重逢，似乎成了一场“遥遥无
期”的等待……

一张地图，一场奇迹

自记事起，罗康就对“奉化安
岩”充满了向往，爷爷常常告诉他，

“我们的根在大陆，在奉化。”爷爷走
后，罗志成的“团圆梦”就来到了罗
康的心间。

成家立业后，看着4岁的女儿，
罗康的归乡之情愈发浓烈，“每次想
和女儿说说家乡的故事，却不知从
何说起，心中不禁酸楚……”那一
刻，罗康下定决心，带上爷爷的念
想，踏上漫漫“回家路”，“我不寻，下
一代就更不好找了！”

千里相隔，隔不断的是血脉相
连。2017年，罗康毅然踏上了寻亲
之路，由于和家乡亲人失联多年，寻
亲之路也变得千头万绪，困难重

重。在宁波寻亲的一天深夜，罗康
辗转难眠，不经意间打开了手机地
图，手指在屏幕上滑到了让爷爷记
挂了一生的地点——“安岩”。顷刻
间，罗康睡意全无，一种强烈的归乡
之情涌上心头，他迫不及待地规划
前往安岩的路线。无论最终能否找
到亲人，罗康都决心踏上这趟寻根
之旅，渴望亲眼见到那片承载着家
族记忆的土地，憧憬着与亲人相逢
的场景。

第二天天刚亮，罗康就早早起
身，沿着导航的提示一路驱车，前往
这个只在爷爷口中听过的村庄。或
许是血浓于水的骨肉亲情的缘分，让
重逢有了巧合与奇迹。“这段路，也
许是爷爷在冥冥之中指引着我。”罗
康说。当罗康到达导航的终点，在
路人的带领下，他来到了一户人家
门前，没想到，这一次的敲门，让他找
到了爷爷始终割舍不下的亲人。

开门的正是堂嫂蒋成叶。当罗
康将当年从爷爷口中听到的奉化亲
人姓名，一个个如数家珍般说出后，
蒋成叶这才确认了眼前正是失散多
年的亲人，立刻向丈夫的亲戚们告
知这个喜讯。

罗康与罗国章四目相视，从未
见过面的叔侄二人都红了眼眶，心
头的千言万语化作了热烈的拥抱。

“回来就好！回来就好！”亲人们熟
悉的奉化乡音让罗康分外亲切，虽
是初次见面，却又如同久别重逢。

时隔半个月后，罗康就将远在
台北的父母、妻女接到了安岩自然
村，一起回乡祭扫，“当踏上祖辈们
生活过的土地，我知道爷爷的根、我

的根都有了着落。”

同根相系，共圆归梦

一年一至两次从台湾飞赴奉
化，已经成了罗康与家乡的约定。
这两年的返乡，除了祭扫和探亲，罗
康还忙着和罗家亲戚一起张罗修缮
祖坟以及改善周边的路况。

“我第一次来到这里，如果没有
叔叔他们带路，我一个人根本无法
辨别先祖们安葬在何处。”罗康回
忆，当时罗家先祖们安葬的都是土
坟，因年久失修，坟前的字迹变得模
糊不清，且周边道路泥泞，每次祭扫
十分不便，纯靠老人们领路，才能找
到自家的坟茔。

“我经历过寻亲的苦，不想让下
一代再经历一次。”在罗康看来，每
次前往祭扫的路，就如同是一条“回
家的路”，不仅是地理上的回归，更
是血脉与文化的传承。

众人拾柴火焰高，如今，罗氏坟
茔的围墙砌起来了，周边的杂草消
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干净整洁的地
砖，通往坟茔的路铺上了平整的水
泥，墓碑上的字眼清晰可见，罗康再
也不用担心，他们的下一代找不到

“回家的路”……
罗康告诉记者：“爷爷用半生积

蓄修了一条路，我们后代齐心协力
共圆一个‘回家的梦’，我们都希望
我们的后代还能继续走下去，这里
有我们永远割舍不掉的乡愁。”

站在安岩自然村的村口，望着
蜿蜒的“志成公路”伸向远方，罗康
知道，这条路承载着跨越海峡的血
脉亲情，岁岁年年、生生不息……

跨越海峡的血脉深情

一条漫漫“回家路”，他们走了近40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