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了高新区部分储备地块开发建设需要，请涉

及该范围内储备地块的地上、地下管线所有权单位

自本公告公布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与高新区自然资

源整治中心联系管线迁移事宜，否则视为无主管线

处理。具体地块四至范围如下：

1. 鄞州区 GX04-02-22 （高新区） 地块：东至冬

青路，南至扬帆路，西至陈郎桥江，北至江南路；

2. 鄞 州 区 GX05- 01- 16- 05 （高 新 区） 地 块 ：

东、北、西至规划道路，南至甬江大道；

3. 鄞州区 GX05-03-10 （高新区） 地块：东至沿

山干河，南至其他地块，西至云杉路，北至规划道

路；

4. 鄞州区 GX07-01-57/58 （高新区） 地块：东

至规划绿地，南至其他地块，西至晶源路，北至星

光路；

5. 超算产业园一期：东至空地，南至规划道路，

西至其他地块，北至山体；

6. 镇海区 XCL02-03-14d （高新区） 地块：东至

规划绿地，南至规划绿地，西至规划绿地，北至规

划道路；

7. 镇海区 XCL02-03-16-02 （高新区） 地块：

东至规划绿地，南至规划道路，西至规划道路，北

至其他地块；

8. 镇海区 XCL02-03-04a （高新区） 地块：东至

规划绿地，南至规划绿地，西至规划道路，北至静

远东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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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 心 观 点

■75年，叶根土一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叶家的“变”折射出中国

亿万农民的变化

■75年，叶根土一家始终“不变”的有两点：一是跟党走，二是艰苦奋

斗，这是宝贵的精神财富

■75年，我坚持拍摄的初心就是记录历史

A 75年，叶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记者：徐老，您好！非
常高兴，您能再次接受我们
的采访。从 2019 年到 2024
年，这 5年里，您拍摄了哪
些照片？去过叶家几次？叶
家又发生了哪些变化？

徐永辉：时 间 过 得 真
快，5 年又过去了。在这 5

年里，我去了叶家两次，拍了
许多照片。

叶家的变化很大：叶根土
的小女儿又盖了新房子；他的
孙子做模具，2024 年参加了
广交会，生意越来越好；桂凤
的儿子去年种西瓜获得大丰
收，和上一年相比增收了 30
万元。

这个大家庭里的每户人家
都有好消息，他们一直在进
步。

记者： 2022 年，您应邀
到叶根土小女儿家看新盖的房
子，她以您的名字命名自己家
的橘园农场，以表感恩之情。
记得 5年前采访的时候，您说

叶根土一家可能又要增加一名
党员了。到现在为止，他们家
一共有多少名党员了？

徐永辉：到目前为止，叶
家祖孙四代一共有 5 名党员。

叶根土 1959 年入党，他
鼓励儿子叶兴富参加共青团，
并 将 儿 子 送 去 参 军 。 1967

年，叶兴富在部队里入了党。
叶根土的孙子在一家工厂

当车工，因为大公无私，奋不
顾身去灭火，经过多次考验后
入了党。后来，叶根土的外孙
也 加 入 了 中 国 共 产 党 。 再 后
来，叶根土外孙的女儿学习成
绩优异，在读书期间就加入了
中国共产党。

徐永辉：

镜头不老，记录75年的变与不变

人 物 名 片

徐永辉，中国跟踪摄影第一人，
2024 年获得第十五届中国摄影金像奖

“中国文联终身成就奖 （摄影） ”，浙
江日报原高级记者。

1950年，新中国成
立后的第一个春天，浙江
日报摄影记者徐永辉赴嘉
兴采访，偶遇黄岩农民叶
根土，并为他一家5口拍
下了第一张“全家福”。

此后的 70 多年里，
徐永辉跟踪拍摄了包括叶
根土一家在内的浙江十户
人家，用成千上万个镜
头，记录下中国农村的历
史变迁和中国共产党领导
下的中国所发生的巨变。

在5年前的浙江书展
上，徐永辉带着新书《与
国同梦——徐永辉与叶根
土一家70年》走进甬派
直播间，分享了照片背后
的故事，我们相约，5年
后再次采访。

今天，就让我们走近
徐永辉，从他光影沉淀的
故事中，探讨75年的变
与不变。

记者 吴益丹
本版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B 叶家的“变”，折射出中国亿万农民的变化

记者：75年来，您前前
后后去叶家采访 200 多次。
您去拍叶家第一位大学生的
毕业典礼时已经84岁了。您
86岁的时候，给叶根土妻子
高阿二留下了最后一张肖
像。上次我们采访您时，您

已90岁高龄，还说想努力拍摄
叶家的第五代。是什么让您坚
持拍摄这户农民家庭呢？

徐永辉：我为什么对这户
农民家庭有那么深的感情？因
为我第一次在叶根土家门口，

看到那个衣衫褴褛的小孩，就
想起了自己小时候。我给他拍
了照片以后，坚信他们家 5 年
以后一定会翻身。

等到第四年，我就去找他
们，结果没找到。一次、两
次，三次、五次，都没找到。

直到 1959 年，我终于找到了
他们。我把这张照片拿给他们
看，他们都不认识自己了。我
很高兴，因为我预想中的变化
已经发生。

所以，我讲他们的故事，
就是在讲我自己的故事。我以

前是个水泥工，共产党来了，
我才能成为记者。

其实，我拍的照片体现出
来的不仅仅是叶根土一家的变
化 ， 而 是 中 国 亿 万 农 民 的 变
化。我们在政治上、经济上、
生活上翻身了，都是靠共产党。

■记者手记

C 叶家的“不变”，是宝贵的精神财富

记者：因为有信心，所
以，您要见证并记录这个家
庭的变迁。那么，在您看
来，这 75 年里，他们家变
化最大的是什么？又有什么
始终不变？

徐永辉：变化是体现在
多方面的。这户人家以前连
饭都吃不饱，哪里有余钱？
从基础条件上来说，如今已
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吃穿住行都是大变化。但

是，有两点始终不变：一是
跟党走，不变；二是艰苦奋
斗，不变。

记者： 2024 年对您来
说，着实是特别的一年。在
8 月份的时候，以您的名字
命名的徐永辉跟踪摄影艺术
馆在嘉兴正式开馆，而在
11 月份，您荣获中国文联
终身成就奖。这两件大事是
不是 75 年来您收获的最特
别的大礼？能否分享一下您
的感悟？

徐永辉：这确实是对我
的鼓励，只要我身体健康，
还要一直拍下去。我认为我
拍的照片具有历史意义。我
并 不 在 意 个 人 获 得 什 么 荣
誉，我考虑的是我们要把党
领导人民翻身做主的过程记
录 下 来 ， 这 是 最 重 要 的 使
命。

命 运 掌 握 在 我 们 自 己
手里，一定要好好听党话、
跟 党 走 ， 为 党 的 事 业 奋 斗
终身！

75年岁月流转。徐永辉的镜头，不仅记录
了叶家的团圆、丰收和富足，也记录了他们从
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轨迹。尽管时
代在变，生活条件在变，但正如叶根土的后人
所说，淳朴的家风和自力更生的奋斗精神是他
们家不变的坚持。这份坚持与奋斗，不仅是叶
家的精神财富，也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宝贵的精
神财富。

站在历史的新起点回望，叶根土一家 75年
的变与不变，不仅是个体奋斗与坚守的见证，
更是新中国发展进程中时代精神与民族品格的
生动注脚。这些变与不变，是新中国万千家庭
的生动写照。它们交织在一起，构成了我们国
家昂扬奋进又坚守初心的时代旋律，激励着我
们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继续奋勇
前行。 （吴益丹）

站在历史的新起点回望

2013 年，叶桂凤孙女杨希晨的专
题报道刊登于《浙江日报》。

1959年，叶根土全家一起吃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