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责任编辑：王方 电话：65577915 校对：麻丹春 版式：魏微 4、5
2019年7月5日 星期五

ZHUAN BAN专 版
ninghainews@sina.cn

（上接第1版）
生活在这里的人们，过上了以前想都不敢想的生活。运动、曲艺、摄影、诗词……当所有的物质需求都得到了极大满足时，人们开始追求更丰富、更多元的文化生活。在乡村，每当夜幕降临，妇女老人都会向村中

的广场聚集，当广场舞曲的音乐划过静谧的夜空，他们迎来了自己的文艺时光。
如今，宁海已经是宁波南部三区县领头羊，甬台绍区域最有活力的城市之一。2018年，地区生产总值突破600亿，财政总收入突破100亿，工业总产值跨入1000亿，在中国县域经济百强榜上攀升至第53位。
70年前的今天，晚上22时许，解放军战士第一次踏上县城的街道。夜空下的这座小小古城，沉浸在一片黑暗之中。70年后的今天，同一片夜空下的这座城市，街道车水马龙，楼宇万家灯火。静静流淌的洋溪，光影

变幻、流光溢彩的廊桥跨溪而过，见证着这座城市无穷的生机和活力。

从山陬海隅到生态名城

山海见证一座城市的崛起

“高田沙瘦常忧旱、沿海涂
咸少有秋”——这是过去宁海
人民生活的真实图景。

宁海西部山岭绵延，东部
港湾交错，县内山林密布、溪
流纵横，素有“七山二水一分
田”之说。然而，在漫长的农
耕时代，这些优厚的自然资源
并非农民之福，历代封建王朝
都曾想方设法治水改土，但仅
限于修修补补，施行大规模系
统性的工程，大多铩羽而归
——颜公河治理，就历经明、
清、民国三个时期而未成。

新中国的成立，改变了这
一局面。新成立的县委县政府
抓住水利这一农业命脉，制定
了“西北与东北丘陵平原，以
防旱为主，结合防洪；东南沿
海防汛为主，结合防旱”的决
策，发动群众兴修水利，为粮
食安全提供长期保障。 1951
年，修筑浙江省建国后第一座
堵港蓄淡工程——车岙港水
库，在随后的几十年里，又相
继建成黄坛水库、杨梅岭水
库、毛屿港水库、胡陈港水库
……通过围垦耕地，灌溉农
田，让这些曾给无数家庭带来
创痛的河流，开始造福一方。

改革开放后，随着全县产

业重心的转移，农业从种植业
一家独大向种植业、林特业、
畜牧业并驾齐驱转变。农民纷
纷种起了茶叶、柑橘、西瓜，
养起了蛏子、蛋鸭、牡蛎、青
蟹，产品附加值不断提高，收
入稳步攀升。

工商经济快速发展，带来
的是交通、电力等基础设施的
同步提升。新中国成立初期，
宁海只有一条西店至宁海城关
的砂石公路，每天只发2个班次
的宁波车，每年夏天的“割稻
客”是最大的人口迁徙现象。
进入上世纪九十年代，随着人
员流动的加速，客运车辆从 97
辆暴增至 1319辆。2006年，我
县实现了村村通等级公路。
2009年，宁海进入高铁时代。

直到 1978年，宁海还是个
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小县
城，全县只有 1座 110千伏变电
所，2座 35千伏变电所；如今，
宁海拥有 500千伏变电站 1座，
220千伏变电站3座，110千伏变
电站14座。

40年时间，人均年用电量
从 53度提高到超过 5200度，标
志着宁海人民的生活，从农耕
社会水平进入中等发达国家水
平。

山海之乡的沧桑巨变

随着全国解放战争节节胜利的形势
发展，1949年 5月 3日起，杭州、宁波、台
州及天台相继解放，吹响了宁海解放的
前奏。6月，中共浙江六地委（台州地委）
传达省委决定，宣布成立中共宁海县委
和宁海县人民政府，书记杨民奎，县长童
先林。宁海县委和县人民政府随后决定
成立各区区委与区级政府。月底，宁海
党政机关、“洪流”及上金等地群众配合
中国人民解放军完成宁海、象山侦察任
务，并全面部署配合大军作战的向导、支
前队、粮草茶水供应等工作。

6月 3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
站军第七兵团和浙江省军区向 22军、21
军 61 师和浙江第二、六军分区下达了

“发动宁象战役，向象山半岛进军，解放
浙江最后一块陆地”的命令。

7月 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 21军 61
师，从天台进军宁海。次日，到达王爱、
白溪、岔路、前童一线。61师师长胡炜与
宁海县委领导在前童召开会议，商讨决

定“网三阙一”战术，虚设一条生路，诱迫
敌人从空隙中东逃，半路截击，达到全歼
敌人的目的。

宁海县委县政府连夜召开会议，决
定由县委书记杨民奎率“洪流”两个小分
队随大军行动，余部在总攻开始后投入
战斗；县长童先林、西南区区长杨国宾负
责组织发动群众工作，以前童、官地两个
堡垒村为主，组织200余名民兵连夜赶制
担架、扶梯和一批攻坚用的铁钩、绳索，
随军行动；民运部长李辉负责动员妇女
赶制布鞋、牵牛草鞋，战时向导、支前担
架队、粮食茶水供应、治安保卫等也一一
作了周密部署。

7月5日下午，21军61师三面包围宁
海县城。根据 21军 61师师长胡炜回忆
《参加宁象战役经过》一文中记载：“吃过
中饭，侦察部队来报告，敌驻黄坛的那个
营已经跑到城里，师部分析，可能敌人已
经觉察我师行踪，并估计在宁海城内的
敌人要逃跑，于是决定提前行动。”晚上8

时许，红色信号弹从南、西、北三面升起，
总攻正式打响，先是181团三营战士用火
箭筒将南面的城门炸开，大军冲入城门
直奔王家祠堂。183团也从西北面迂回
包抄，突入县城。当晚 10时，宁海县城
宣布解放，俘虏国民党守军200余人。

当夜，翘首企盼解放军到来的地下
党员、人民群众纷纷涌上街头，有的为解
放军战士送开水，有的忙着张贴庆祝宁
海县城解放的大红标语，锣鼓喧天，鞭炮
齐鸣，整个宁海县城沉浸在一片欢腾之
中。

6日早晨，中共宁海县委和县人民政
府工作人员由福泉寺向宁海县城进发，
接管了国民党宁海县党部、县政府，张贴
安民告示，安定社会秩序。第21军61师
以 182团为先锋，从宁海县城出发，沿着
白峤岭、胡陈一线追击敌军，势如破竹，
连续攻克茶院、力洋、胡陈，一路上俘虏
100余人。6日晚，宁海全境解放。随后，
宁海人民开始大力支援解放象山的斗

争。8日，象山县城解放。10日，解放浙
江大陆最后一役——宁象战役胜利结
束。

胜利中浸透着解放军战士、党员群
众的鲜血与汗水。22军 65师侦察科副
科长程启功的回忆录《解放浙江最后一
块陆地——宁象战役》中写道：“说实话，
当时敌人已经是逃都来不及，是边打边
逃，比起打洛阳，打开封，算是轻松的
了。但老天爷和南方的地形，给我们添
了不少麻烦。那时真是热得要命，赤日
炎炎，部队奔袭于群山之中，战士们鞋子
走烂后赤脚行军，手足被山石、草丛、荆
棘割破，都不叫一声疼。有 4名战士中
暑牺牲。山地行军给炮兵带来不少困
难，战士们就将火炮分解开来，人挑肩
扛，硬是让火炮翻过了一座座山，及时支
援了步兵的战斗。马也累死了两三匹。
战后，战士们都自豪地说：我们是与敌人
搏斗的勇士，与崇山搏斗的勇士，也是与
酷暑烈日搏斗的勇士。”

70年前的今天，宁海迎来解放与新生

宁海解放那年，我 17岁，是自
卫队的一名成员，主要负责给县委领
导站岗放哨和联络送信等。

7月 5日下午，我随部分地方干
部等候在距宁海县城 5公里远的福泉

寺，站在山上亲眼目睹了宁海县城的
解放过程。由于发现原驻守在黄坛的
敌一个营正在向县城龟缩，我军立即
向县城靠拢，并提前于7月5日下午5
时左右打响战斗。

61师 183团二营六连抢占高地，
向崇寺山守敌发起进攻，蒙在鼓里的
敌人一开始以为是偷袭，壮胆在碉堡
里用机枪扫射，相持约 20 分钟后，
183团三营发动正面进攻，同时命令
炮兵连用迫击炮轰击。当时天还很
亮，战斗持续了不到 1个小时。守敌
知道是解放大军来了，慌慌张张向县
城逃去。在总攻之前，宁海城南的跃
龙山和城东的白峤岭一带也发生过战
斗。

晚上 8时，总攻正式打响，历时
2个小时。那时，我和同志们一道，
站在福泉寺山顶，看着爆炸的火光，
心里激动难耐：解放的一天，终于到
来了。晚上 10时，宁海县城宣布解
放。

7月 6日早晨，我和同志们行军
到南门外，再一次集合开会，明确各
自接收的目标及注意事项。随后，与
县委、县政府机关工作人员一起，从
南大门沿着解放路进城了，这也是解
放路地名的由来。进城后，我们自卫
队员迅速转变为公安队员，负责张贴
安民告示，安定社会秩序等。

解放的一天终于到来了
离休干部童时仗（87岁）

宁象战役人民解放军进军图

浙江日报报道宁海解放

侦察城区地形：1949年7月1日，21军61师师部侦察科科长蒋俊河在城
郊侦察。

张立平：解放前，国民党政权已经
贪腐不堪，摇摇欲坠。看到前童地方
武装发展如火如荼，我也想要贡献一
份自己的力量。于是，我放弃了教书
工作，投身到革命运动中。入伍那年，
我 21岁。当时一起入伍的有 7人，前
童大郑村 80户人家，一下子出了 7个
兵，村里人都感到很自豪。

1949年春，台工委“燎原”训练班
大部分学员分配到宁海各地，组成民

运工作队，我作为其中一员，负责岔
路、上葛头、大郑、小汀片。工作的主
要内容是组织农会、减租减息、反霸斗
争、发展党组织等。当年4月19日，召
开了宁海西南区农民代表会，提出“迎
接解放，一切为农民服务”的口号，深
受旧社会压迫和剥削的农民有了盼
头。大家感到宁海离解放已经不远，
热情高涨，有信心承担好党和组织交
给的任务。

我记得，1949年 7月 3日晚，21军
61师从天台迅速挺进，到达岔路、前童
一带之后，立即在前童定下解放宁海
县城的总体作战方案。7月5日那天，
我留在前童，听到宁海县城解放的消
息传来，大家都沸腾了。宁海县城解
放后，一开始并不太平，特别是乡下、
山里还有不少国民党残余势力收编的
武装土匪，我们边接手地方政权边开
展剿匪工作。历时3年，到1951年底，
全面肃清了国民党残余势力，我们迎来
了新政权和新希望。

童秀女：我是前童镇双桥村人，在
前童上了 3年小学。当时学费要一斗
五升米，我家境贫寒，家里还有一个弟
弟要上学，只能无奈辍学。由于父亲
是地下党员，我深受影响和感召，就跟
着他们一起做革命工作。1949年，各
地纷纷建立了妇女会、儿童团等群众
团体。我们在前童开了一个识字班，
发动妇女群众来参与，主要教习文化
知识和革命道理，人员迅速壮大，从一
开始的十来个人发展到 90余人。解
放前夕，我们妇女同志做好了草鞋、麦
饼等物资支援前方，能为家乡解放出
份力，我们打心底里感到高兴。

解放后，我有机会到上海念书，打
开了人生崭新的一页，这在以前是想
都不敢想的事情。毕业后，我被分配到
北京中国计量科学研究所工作，后来又
返回宁海。党让我们赶上了好日子。

党带给了我们希望
离休干部张立平（92岁）与妻子童秀女（87岁）

亲历者口述

1949 年的宁海，工业可以
忽略不计，全县只有电厂、布
厂、印刷厂和几家轧米厂。但
是，宁海人有实业的传统，早
在解放前，就有不少宁海匠
人、生意人背着行李外出谋
生，渐渐在当地立足生根，有
的还成为一方实业巨子。

建国后，宁海工业开始起
步，特别是在上世纪七十年
代，我县诞生了几家机械、织
布、缫丝、橡胶等较具规模的
工厂，积累了一批技术和管理
人才，为宁海工业日后的发展
壮大奠定了基础。

改革开放，成为宁海工业
经济的转折点。随着经济体制
改革的推进，宁海人的创业激
情被充分释放出来。储吉旺、
李吉德、赵国行……一些把握
住时代机遇的企业家，纷纷从
简陋的小作坊起步，开始了自
己的创业之路。

创办乡镇企业、集体企业
改制、走工贸一体化道路、推
动智能制造……宁海企业家踩
住了时代的每一个步点，宁海
工业开始强势逆袭。

多年来的耕耘和积累，让
宁海打下了雄厚的产业基础，
拥有模具、文具、汽配、灯

具、五金机械、电子电器六大
特色产业和五大“国字号”产
业基地称号。除了得力集团、
双林股份、建新赵氏、华成阀
门、奇精机械、如意股份等行
业巨头，还涌现出一批深耕行
业 细 分 市 场 的 “ 单 打 冠
军”——方正模具、润禾化
工、凯博数控、兴伟刀具……

创新，是前进的原动力。
近几年，为了加快产业转型升
级，实现绿色发展，宁海又重
点推进“3+3+X”产业体系，
着力发展汽车及汽车零部件、
模具、文具等三大特色优势产
业，生物医药、新材料、新能
源等三大新兴产业，和以工业
设计与创意、科技孵化、总部
经济、电子商务等为重点的生
产性服务业，打造绿色智造全
国高地。

今年，宁波绘制了宏伟的
“246”万千亿级产业集群蓝
图。宁海将对标宁波“246”万
千亿级产业集群目标，结合

“3+3+X”产业体系，聚焦文体
用品、生物医药、模具、汽车
制造和节能环保五大产业，实
现特色优势产业跨越式发展，
成为“246”万千亿级产业集群
的重要战略支点。

制造强县的逆袭之路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发展经济，不能以牺牲人民的
福祉为代价。

去年 8月，“两山”发展百
强县名单发布，宁海位列第
二。这份沉甸甸的荣誉背后是
对“生态立县、环境优先”发
展战略的长期坚持。

优秀的生态禀赋是宁海最
重要的资源。早在 1997年，我
县就确立了“生态立县、环境
优先”发展战略；1999年就获
得省级生态示范区称号；2003
年，成为全国生态示范区；
2016年，又成为全市首个国家
生态县。

治理重污染企业，整治畜
禽养殖污染和垃圾河、黑臭
河，消灭劣 V类水；开展村庄
环境整治，改善农村人居环
境；实施“安居宜居美居”工
程，打造美丽乡村升级版；农
村生活垃圾智能分类处理……
正是全县上下的勠力同心，一
棒接着一棒干，才让宁海有了
如今的非凡风貌。

走进如今的宁海农村，山
野郁郁葱葱，溪流碧波荡漾，
村内道路平坦整洁，绿树成
荫，村民院落是家家有景、户
户有花，一派和谐文明的气
息。二十多年来的坚持，让宁

海新农村建设结出了丰硕的成
果。2018年，宁海成功举办全
省深化“千万工程”推进乡村
振兴现场会。

生态是资源，也是财富。
宁海蒸蒸日上的旅游业，正是
建立在良好生态的基础上。20
年前，宁海唯一能算得上旅游
目的地的只有深甽的南溪温
泉，如今，宁海已经成为一个
大景区，正在全力争创国家全
域旅游示范区，声名在外的旅
游村庄有长长一串：前童、双
林、许家山、河洪村……

文旅不分家，发展全域旅
游需要注入文化活水。宁海的
中国传统村落数量居宁波市之
首，是中国古戏台文化、婚嫁
文化、茶文化之乡。宁海在保
护好古镇、古宅、古戏台等遗
存同时，加快对非物质文化遗
产的发掘、保护和传承，让十
里红妆、平调、泥金彩漆、前
童元宵行会等传统文化遗产再
次出现在游客面前。

在经济全速发展的时代，
选择环境优先，让宁海作出了
经济上短期的牺牲，却收获了
长久的红利。随着宁海向更高
站位的全国强县第一方阵迈
进，丰厚的生态资产将赋予宁
海更澎湃的前进动力。

生态名城的时代抉择

记者 卓佳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