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因 G9221 杭甬高速宁波段三期工程威海路至柴桥

段 S307 北上线 （黄河路—珠江路） 先行段施工的需

要，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 第三十

九条的有关规定，决定对 S307 北上线 （黄河路—珠江

路） 进行交通管制，具体交通管制措施如下：

1.2024 年 12 月 19 日至 2027 年 5 月 30 日 （预计），

S307 北上线 （原进港路）（黄河路—珠江路） 路段围

挡施工，施工占用 2~4 个车道，根据施工要求适当调

整。

2. 施工期间，S307 北上线 （黄河路—珠江路） 施

工路段限速由原来 80km/h 临时调整为 40km/h，施工

结束之后恢复为原有限速 80km/h。

3. 过境的客运车辆经明州路绕行，过境的货运车

辆经迎宾路绕行。

工程施工期间受交通管制影响的单位和市民请提

前安排好出行路线，并遵照现场交通指示标志安全出

行，服从现场交管人员指挥，敬请社会各界和广大群

众给予理解和支持。

特此公告。

G9221杭甬高速公路宁波段三期工程建设指挥部

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政府新碶街道办事处

宁波市北仑区交通运输局

宁波市北仑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宁波市公安局北仑分局交通警察大队

2024年12月19日

关于S307北上线（黄河路—珠江路）施工交通管制的公告

讣 告
宁波市政协原副主席、九三学社市委会原主委杨

国栋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 2024 年 12 月 18 日 8 时 47
分在宁波逝世，享年 89 岁。

遵照先父生前嘱托，丧事从简。特告知杨国栋同
志生前亲朋友好。

联 系 电 话 ： 13355938319 （家 属）， 13456168010
（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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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 心 观 点

■顾方舟一生专注于消灭脊髓灰质炎，年近九十接受口述史访谈，只为留下艰苦卓绝的热血青
春，以期激励后人

■顾老是个地地道道的宁波人，他不仅有一个宁波胃，也有着宁波人的低调务实
■《一生一事：顾方舟口述史》并非追逐热点的产物，而是基于对历史的深刻理解，成为公众走近
顾老的重要窗口

■宁波可以通过强化各方合作、开展数字化保护、加强公共教育等举措，进一步挖掘和传承本地
名人文化资源

1 低调务实，功成不自矜

人 物 名 片

范瑞婷，国家图书馆中国记忆
项目中心中国记忆规划协调组副组
长，《一生一事：顾方舟口述史》访
谈整理者。

2013 年，范瑞婷接受了顾方舟
口述史专访任务，并在此后两年时
间里十多次采访顾老，更远赴昆明
采访顾老彼时的同事。《一生一事：
顾方舟口述史》 在 2018年付梓，并
获得当年度中国好书。

人民科学家，携子试
药 ， 用 一 生 做 一 颗 “ 糖
丸”……

翻开 《一生一事：顾
方 舟 口 述 史》，“ 糖 丸 爷
爷”顾方舟的故事引人入
胜。

2019 年 ， 顾 方 舟 逝
世 。 5 年 后 的 2024 年 年
尾，他被家乡人民迎回故
土，落葬甬籍院士陵。

家乡人民始终惦念着
这位少小离家、后成长为

“人民科学家”的宁波之
子。

不久前，本报记者接
到口述史作者范瑞婷的邀
请，参加国家图书馆为纪
念顾方舟举办的口述历史
分享交流活动。

“我会在现场展示几段
顾老的口述视频，然后给
大家讲讲我眼里的顾老。”
范瑞婷告诉记者，这是国
家图书馆的一次新尝试。

范瑞婷眼中的顾方舟
是什么样的？口述史出版
5 年后，她对顾方舟有什
么新的认识？作为顾方舟
的家乡，宁波该如何进一
步继承发扬顾方舟的科学
家精神？记者专程赴京参
加了这次活动，并对范瑞
婷进行了专访。

记者：您是如何与顾老结缘的？请
谈谈这部口述史的情况。

范瑞婷：2013 年，我作为场记，参
与了一部计划免疫主题的公益宣传片
的拍摄，也因此有幸结识了顾老。

我现在还能回想起第一次见到顾
老的情景。那天天气很好，我们站在门
口，看到阳光洒满他家的阳台。顾老坐
在沙发上，扭头看着我们说“快进来、
快进来”。虽然后来顾老被病痛折磨，
但在我记忆中，他一直是闪着光的。

在公益宣传片拍摄过程中，我们
更加深入地了解到顾老和他的团队为
消灭小儿麻痹症（脊髓灰质炎）所进行
的研究和奋斗的历史，对他非常敬佩。

那时候，我们就琢磨着，得让大家
知道小时候吃的“糖丸”是谁研发的，想
让更多人知道他们的名字，知道他们那

一代人上下求索、艰苦卓绝的热血青
春。于是，拍摄一结束，我们就正式拜访
了顾老，想邀请他参与口述史访谈。

顾老极其低调谦逊，他当时的第
一反应是“我这不算什么，不需要对我
个人进行宣传”。一再强调这并不是他
个人的功劳。就连后来我们采访他时，
说到那些能写进历史的大事，他也是
轻描淡写地一带而过。不管遇到什么
困难，顾老的态度都是“那是党和国家
交给我的工作，我得好好完成”。

后来，我们跟他解释，这不只是宣
传他个人，更是要记录历史，顾老这才
同意。2013 年 10 月 22 日，中国记忆项
目中心团队开始进行顾老的口述史访
问。也是因为之前的缘分，部门安排我
负责给顾老做口述史，让我有幸和顾
老紧密相处了五六年。

2013 年到 2015 年，两年时间，我

们团队对顾老进行了 13 次口述史访
问，累计时长有 15 个小时，顾老为此
付出不少精力。他那时候已经快 90 岁
了，身体也不好，我们每次就采访 1 个
小时，生怕累着他。

顾老时常强调，这不是他一个人的
功劳，他始终惦记着他的老同事。所以，
除了顾老，我们还采访了他的老伴儿李
老（李以莞），后来又专程跑到云南昆
明，去拜访顾老在中国医学科学院医学
生物学研究所（简称“昆明所”）的老同
事。通过他们这些“亲人”的讲述，我看
到了另一个严谨之余也“会玩”的顾老。

2018年5月，《一生一事：顾方舟口
述史》出版。我们赶紧把书给顾老送去，
可惜那时候顾老身体已经很不好了，没
能在书上留个签名。不过，书的封面是
顾老自己选的，他说他选白色，因为他
一辈子都清清白白的。

激励更多人传承
和发扬科学家精神4

范瑞婷：方舟远去，遗泽后昆

记者：宁波为弘扬顾老的科
学家精神做了很多努力。您认为
这些举措对于传播顾老的精神遗
产有什么帮助？宁波如何进一步
传承和发扬名人文化？

范瑞婷：我听说今年 11 月
顾老被宁波人民迎回了故土，我
觉得这完成了顾老一个很大的心
愿。落叶归根，在每个中国人心
里头都有着特别的分量。顾老祖
籍宁波，可以说就是一个地地道
道的宁波人，他喜欢吃黄泥螺、
年糕，一生都有一个宁波胃。小
时候，他的母亲为了讨生活，带
着他从宁波搬到了天津，可他心
里始终牵挂着故乡。所以，当他
离世后，遗体能够回到宁波，我
想，对他个人来说，肯定是种极
大的慰藉。

另一方面，我觉得这也体现
了宁波对于本地名人文化的重
视，让宁波文化和精神得到了更
好的传承。顾老是宁波的骄傲，
他身上有着低调务实、坚韧不拔
的宁波精神。他的落葬，让这份
精神在家乡得以延续，激励着更
多人传承和发扬科学家精神。

我看到宁波在传承发扬名人
文化方面进行了非常多的探索，
也做得非常好。从我在国家图书
馆中国记忆项目中心的工作经验
出发，我认为宁波在传承和发扬
名人文化方面，可以进一步重视
口述史的价值。

宁波可以加强与各方的合
作，共同推动口述史事业的发
展。口述史工作不是孤立的，它
需要各方的支持与参与，建议学
者、学校、政府等建立合作关
系，共同开展口述史项目，挖掘
和记录更多名人的故事。

此外，随着科技的发展，数
字化已经成为保护文化遗产的重
要手段。宁波可以尝试将名人的
珍贵资料，如照片、信件、录音
等进行数字化处理，建立专门的
口述史资源库，让更多人能够便
捷地获取这些资源。

同时，宁波还可以尝试让口
述史走入校园，让学生在了解历
史的过程中，与名人建立更深的
联系。口述史不仅是对历史的记
录，更是一种生动的教育方式，
它能够激发学生的爱国情怀和奋
斗精神。

作为院士之乡的宁波，出了
众多宁波籍名人和院士，我们对
宁波充满了敬意。国家图书馆中
国记忆项目中心期待有机会与宁
波合作，共同进行相关内容的建
设，包括口述史和不同主题的研
究等，进一步挖掘和传承本地名
人文化资源，使其思想永光、精
神赓续。

见习记者 徐奕龄
本版图片由国家图书馆提供

2 胸怀天下，一生做一事

记者：《一生一事：顾方舟口述史》
2018 年出版，您现在回头看顾老的故
事，有什么新的体会或发现吗？

范瑞婷：我对顾老的访谈，其实代
表的就是普通受众，提的问题也都是
大家最关心、最想问的。最初访问顾老
时，我参加工作没多久。顾老常常跟我
们这些年轻人说，担子得你们扛起来。
顾老很年轻的时候，就把自己和国家
命运联系在一起。

顾老的母亲希望他成为一名外科
大夫，可他在大学毕业之后，选择了当
时比较“冷门”的公共卫生事业。顾老
说，当医生能救很多人，但从事公共卫
生事业却能帮助千百万人。

后来，顾老和他的同事在距离昆
明几十里的山沟沟里白手起家，没通
电，没有路，科研人员自己建房子、抓
猴子，筹建昆明所。他把整个家都搬过
去了，做好了一辈子扎根的打算。

从北京到昆明，顾老一家子的生
活一度过得很艰苦。顾老曾说自己最
大的遗憾，是把一辈子都给了自己的
事业，对于家庭有所亏欠。顾老的大儿
子在北京出生，后来随双亲一起去了

云南，二儿子和小女儿也都是在云南
出生。孩子们每天和傣族村里的孩子
在山沟里跑，因为教育资源匮乏，当时
已到学龄的大儿子，失去了系统接受
学校教育的机会。当时山上条件不好，
顾老的母亲一直没下过山，最终在那
里去世。

这本书里除了口述故事，还收录
了很多老照片，一部分来自顾老，一
部分来自中国医学科学院，还有一部
分就来自昆明所。整理这些照片时，
得把拍摄时间标得清清楚楚，至少得
知道是哪个年代。后来，在书准备出
版的时候，我才知道，原来照片上的
时间，都是顾老的老同事一张张对着
看，聚在一起开会讨论，一点一点推
测出来的。这群老先生身上的执着
劲，以及对年轻人的包容，让我特别
感动。

我对顾老的直接访问到 2015 年
就已经结束，至今已经过去了九年。我
觉得，人的阅历不同，对顾老的故事也
会有不一样的感受，但始终绕不开“奉
献”这个词。

我印象特别深的是，在听顾老谈
论携子试药的故事时，他语气很平

静。顾老说，他对疫苗有信心，但在
别人的孩子身上试验不仗义。他还笑
着告诉我，那段时间大概是对孩子最
关注的时期。我听完后心里其实也很
受触动，也好奇当时不在场的他的爱
人是怎么想的？所以我后来也采访了
李老，李老当时算是团队的一员，同
样了解这份工作，所以事后也能够理
解丈夫。

那时候我还没结婚，现在我已经
是一个 5 岁孩子的母亲了，再回头看，
觉得顾老能够作出那样的决定太不容
易，哪怕风险再小、再有把握。我觉得
所有家长都能够体会那种内心的挣
扎，顾老夫妇一定也经历过，但他们就
是在个人和更多人之间，选择了保护
后者。

1962 年，顾老牵头研制的口服脊
髓灰质炎减毒活疫苗问世，也就是我
们口中的“糖丸”。自此之后，我国脊髓
灰质炎年平均发病率大幅度下降，数
十万名儿童免于致残。

顾老、他的爱人和那些老同事非
常纯粹，他们那辈人心里装着国家和
人民，一生就做一件事，我觉得其实挺
幸福的。

3 高山仰止，还要见贤思齐

记者：您如何看待这本口述史和
分享交流活动对于传播顾方舟科学家
精神的意义？它将如何促进公众对顾
老及其贡献的理解？

范瑞婷：在《一生一事：顾方舟口
述史》中，我们细细追寻了顾老从小到
老的生活轨迹，就想原原本本地呈现
他为疫苗研制和公共卫生事业奉献的
一生。我们希望把这段历史保存在国
家图书馆，作为珍贵的记忆文献留下
来，欢迎更多人来打开它，了解顾老。

2013 年，我在为采访顾老准备资
料的时候，发现其实并不是有那么多
人知道“糖丸爷爷”。因为我国已成为
无脊髓灰质炎的国家，很多孩子不知
道“糖丸”是什么。顾老让小儿麻痹症
成为历史，而他们那一代人的奋斗也

在慢慢变成历史。
从 2018 年口述史出版到现在，我

发现越来越多的人通过这本书走近了
顾老。

2019 年 1 月 ，顾 老 逝 世 ，同 年 9
月，他被授予“人民科学家”荣誉称号。
国家没有忘记他，我们的口述史也成
为大家了解顾老的窗口，缅怀顾老的
文章和资料也越来越多。我们并不是
因为顾老是热点才去记录他，而是因
为他值得被记录。

我觉得我们国家从不缺英雄，不
缺奉献的榜样，只是需要更多有感染
力的表述或传播方式。每个时代有每
个时代的使命，英雄榜样的精神引领，
能够激励我们继续前行。

用口述史这种方式来记录和呈现
顾老的故事，能够让读者感觉好像顾

老他们那辈人就在你身
边，慢慢悠悠地给你讲
他们年轻时候的故事，
既真实又生动，连小孩
子都能听明白。

其实，给顾老做口
述 史 是 中 国 记 忆 项 目

“当代重要学者”专题的
一部分。我们建设这个
专题资源库，是想要保

留各个领域代表性学者的珍贵经历
和历史记忆，因为这代表着他们那一
代人的共同记忆，他们在各自领域的
研究奋斗历程更是一笔宝贵的财富。
从 2012 年开始，我们已经采访了 25
位学者，顾老是我们在 2013 年 10 月正
式采访的第 3 位学者。

此次国家图书馆举办的“一生一
事——‘人民科学家’顾方舟口述历史
分享交流活动”是我们一次全新的尝
试。大家不用花上几十个小时去阅读
文字材料，而是通过我们有针对性地
挖掘、揭示馆藏口述文献和影音资料，
一站式了解特定人物及其历史记忆。

活动现场播放的访谈视频里，你可
以看到顾老他们的神情，还有语气，让
你感觉像是在和他们当面聊天一样。没
有那种高高在上的感觉，让人更容易接
受，也更愿意去了解那些历史记忆。

大家不用花上几十个小时去阅读
文字材料，就能在短时间里感受到顾
老他们那一代人“一辈子只做一件事”
的那份纯粹和执着。

分享会最后，到了观众分享环节，
我发现不少观众能说出小儿麻痹症的
症状，而且还表示自己愿意把顾老他
们的精神传递给孩子和周围的人，这
让我觉得我们的工作是有意义的。

2014 年 4 月，范瑞婷对“糖丸爷爷”顾方舟
进行访谈。

2024年 11月 21日，“一生一事 方舟
归航”，顾老落葬甬籍院士陵。

口述史白色的封面是顾老亲自挑选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