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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一共有10本剪报，

后来被人借走了两本，一直没

有归还，真的是太可惜了。”讲

起那两本丢失的剪报，戴云飞

十分心疼。据其介绍，这两本

剪报分别剪集了 1987 年—

1992 年和 2004 年—2007 年

之间的塘下新闻。

他回想，2007年的某天，

塘下中学两位男学生（其中

一位戴眼镜）找到了他，说他

们要写一篇回忆性的作文，

听说戴云飞有收藏报纸的习

惯，便要求借回去看一下，作

为参考资料。

“当时我并没有想太多，

既然是学生为了学习，我自

然大力支持，便毫不犹豫地

将剪报借给了他们。”戴云飞

说，这两位学生一共借两次，

第一次借的时候还好，很快

就还回来了；没想到第二次

过来借时，就一去不复返了。

“那时我既没记他们的

地址，也没让他们留下电话

号码，现在回想起来真的很

后悔，当初为什么不去塘下

中学问一问呢。”戴云飞惋惜

地说。

在此，本报也帮助戴云

飞呼吁一下，希望当年那两

位借走剪报的学生（或者相

关知情人）看到本文后，请与

我们联系，让戴老的剪报“十

全十美”。本报联系电话：

66081255、66081258。

68岁老人43年收藏报纸不辍

泛黄剪报记录塘下发展历程

43 年前的今天，您知道发生过哪些
事吗？走在塘下的大街上，您能回忆起
二三十年前这里是怎样的吗？这也许很
难。但是，家住塘下镇官渎村的 68 岁老
人戴云飞，只要翻开他收藏的报纸，就能
如数家珍。

43 年来戴云飞收藏报纸从不间断，
这些泛黄的纸张，记录了上世纪 70 年代
以来国家发生的许多大事，也见证了塘
下镇的每一步发展。

戴云飞家中有两个柜子，里面

藏有奖章、照片等，还有他从20多岁

就开始收藏的、视为珍宝的报纸。

戴云飞从 1970 年开始收藏报

纸，而在这之前，他很少接触到报

纸。“以前家里穷，饭都吃不饱，哪还

有钱去订报纸。”

1970 年 2 月，戴云飞调入鲍田

公社鲍八大队担任会计一职，大队

里订有几份报纸，也就是从这时开

始，他养成了天天看报的习惯。很

多人读报往往是看完一张扔一张，

他觉得这样很浪费，便将报纸拿回

家中保存起来。这样日复一日，他

收藏的报纸越来越多，多年来从不

间断，其中事关国家大事的新闻，他

更是细心保管。

记者翻阅他收藏的报纸，既能

看到文革时期印有整版毛泽东语录

的《浙南大众》，也有记录一个个历

史转折点的《人民日报》、《浙江日

报》等。1976 年 9 月毛泽东主席的

追悼大会、1997 年邓小平逝世和香

港回归等历史事件，在这些泛黄的

纸张上都有详尽的记录。

除了这些报纸，戴云飞还有另

一份更为珍贵的收藏，这便是他 27

年剪集下来的有关塘下新闻报道的

8大本子。

“刚开始剪下这些新闻报道，主

要是因为工作的需要。”戴云飞说，

1987 年，他从原三都乡调到塘下区

委担任办公室主任，经常要写一些

文字材料，他把这些塘下新闻剪下

来粘贴到一个本子上，到了写材料

尤其是年终总结时，翻开本子一看，

便一目了然，写起材料也得心应手。

这几本剪报，他根据工作岗位

的变化进行了分类，记录了他在塘

下区委、海安镇委（现海安办事处）、

塘下水改办等单位任职时，塘下所

有的大小事件。

他说，刚开始报道塘下的新闻并

不多，往往六七年的剪报才能集满一

个本子，后来是两三年一本，到2010

年、2011年，与塘下有关的新闻越来

越多，一年的新闻就可以贴满一整

本。“2012年《瑞安日报》开设了《今日

塘下》版，每周五都有塘下的特别报

道，这样我就省了裁剪、粘贴的麻烦，

直接将周五的报纸收藏起来。”

“我经常会拿出这些报纸来翻

看，40多年了，这些报纸见证了国家

从贫穷走向富强，也记录了塘下镇

的发展历程。我这40多年的工作变

化，也在这上面得到体现。”戴云飞

自豪地说。

43年收藏报纸
从不间断

8本剪报见证塘下发展

翻开戴云飞的剪报，塘

下镇的发展足迹赫然纸上。

记者看到，在上世纪九十

年代的报道中，看到最多是经

济发展的文章，如《从乡村走

向世界——记大华标准件厂

厂长林德华》、《“瑞安第一村”

创 业 史 —— 访 海 安 镇 霞 霖

村》、《潘秀红：让虾虮“畅游”

大西洋》等，记录了当时塘下

的创业热潮；随后，《塘下成为

全国小城镇综合改革试点》、

《塘下中心区建设进行时》、

《塘下试点扩权——积极打造

温南瑞北区域中心小城市》等

文章屡见报端，记录了塘下向

小城市迈进的步伐。

戴云飞曾先后在鲍八大

队、三都乡政府、塘下区委、海

安镇委、塘下镇水改办等单位

工作过，报纸上报道的一些工

程，他都曾亲身参与建设。

“这几篇是关于塘梅公

路建设的文章，我曾三次参

与它的建设和改造。”戴云飞

指着《塘梅公路：东大门的

“黄金通道”》、《新塘梅路竣

工了》等多篇文章，回忆起塘

梅路的改变。

1980 年前后，塘下道路

交通十分落后，制约了全区的

经济发展。为了建设塘梅路

（当初称塘梅机耕路），塘下区

调剂了全区各村用地，实行

“一个生产队建一米”挑泥石

填路的做法，很快建成了塘下

历史上最宽的第一条大道（当

时也只有6米宽）。时任鲍八

大队支部副书记的戴云飞亲

身参与了挑泥填石的艰苦劳

动 。 而 随 后 的 1990 年 和

2000年，塘梅路从6米扩至7

米，从 7 米再扩至 32 米，他参

与统一规划，帮助完成拆迁工

作，全程投身建设了塘下这条

主要干道。

2005年，本报刊发了《各

地 积 极 防 控 急 性 肠 道 传 染

病》、《钱建民在全民防控急

性肠道传染病动员大会上要

求：全力以赴打好防控攻坚

战》等文章，急性肠道传染病

的源头是饮用水，水网建设

成为了当时的重要工作。

戴云飞回忆，原本塘下

镇有5个水厂，都建于上世纪

七八十年代，设备老化，水管

网布局混乱，水管陈旧破裂，

村民一度喝脏水、臭水。处

于退休状态的戴云飞临危受

命，被抽调到镇村级自来水

改造建设工程指挥部任办公

室 主 任 。 处 理 工 程 日 常 事

务，协调村与工程队之间的

关系，做好工程汇报工作，60

来岁的戴云飞干劲十足。

几年后，本报又刊发《江

北水厂二期凤山水厂净水中

期工程昨开工：力解群众喝

水难题》、《清清自来水来到

我家：塘下村级供水网建设

进展顺利》、《凤山水厂净水

工程试通水 塘下 30 多万群

众喝上标准自来水》等文章，

塘下水网建设成功，戴云飞

也剪报并收录在本子中。

本报曾报道戴云飞驻村事迹

2001 年 2 月 23 日的《瑞

安日报》，是戴云飞最珍爱的

一张报纸。这期报纸的头版

头条《以自己的行动实践“三

个代表”——记塘下镇海安

办事处调研员戴云飞》，就是

对戴云飞的专访。

“这次能上报纸，真的是

一次很偶然的机会。”说起这

篇报道，戴云飞就来了兴致。

他介绍，2001年初，全国

都在开展“三个代表”学习教

育活动，瑞安市派出8个工作

组奔赴原 8 个区开展宣传教

育活动。瑞安市委和塘下镇

委把海安城南村作为该项活

动的重点村和试点村，而当

时的驻村干部正是戴云飞。

一个星期日，市委驻塘

下工作组来到海安城南村，

因为是休息日，戴云飞没在

村里。当工作组在村里开完

会议后，询问城南村干部们

驻村干部是谁，这人表现如

何等问题时，城南村干部们

一致回答：驻村干部是戴云

飞，年龄 50 多岁，工作表现

很好，帮村里解决了很多事

情。

次日，工作组又到海安

办事处打听戴云飞的情况，

当时的办事处党委书记也高

度赞扬了他。随后，本报记

者 到 戴 云 飞 曾 驻 村 的 镇 东

村、霞林村、城南村等地采访

了解，于是便有了上述的报

道。

记者看到，该文详细报道

了1992年时任海安镇党委副

书记的戴云飞到很多人不愿

去 的 镇 东 村 担 任 驻 村 指 导

员。当时的村党支部书记上

任前的一个要求就是老戴起

码要驻村 3 年。在着手朝阳

街拓宽时，由于4米宽的道路

拓宽至 20 米，需要拆迁两旁

许多房屋，一些村民贪图利益

横加阻挠。有人甚至把一对

夫妻因琐事争吵、丈夫情急之

下服毒自杀一事，捏造成拆迁

逼死人命，上告到了国务院办

公厅。戴云飞顶着压力，大会

小会开了 18 次，最终将朝阳

街拓宽任务顺利完成。

报道还提及，戴云飞原

来驻过的霞林村，“村民们赞

叹说，像老戴这样干事不怕

麻烦，平时酒不喝，扑克不

打，烟不拿的驻村干部哪里

去找啊！”

因为戴云飞驻过的 3 个

村都是之前没人肯去的，他听

从组织安排，在各村驻村4年

后，这些村组织后来都被评为

市级先进党支部，戴云飞因此

也被人称为“驻村大王”。也

就是在 2001 年这一年，他被

评为瑞安市“十佳干部”。

盼找到2本丢失的剪报

戴云飞收藏的旧报纸

每一本本子都详细记录收藏日期翻阅旧报纸是戴云飞平日的一大乐趣翻阅旧报纸是戴云飞平日的一大乐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