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瑞 安 日 报《今 日 塘

下》报纸版面，每周刊发

8版，周二、周五各刊发4

版（7版—10版）。

瑞安广播电视台《今

日塘下》电视栏目，新闻

综合频道首播：周六 20:

25，重 播 ：周 日 07：35

11:15 周三 22:25；文化

经济频道首播：周五 19:

25，重播：周六 07:25 周

二21:55 周三12:25。

瑞 安 广 播 电 视 台

《今日塘下》广播栏目，

首 播 ：周 一 18：30，重

播：周二 08：10。

《今日塘下》刊播时间

总第 252 期 今日 4 版
今日塘下2015年11月 日10 星期二

□责任编辑潘孝青编辑陈良和
□电子邮箱：rarbbj@126.com

一个生产队建一米，泥石路变身水泥路，路面从7米加宽到32米

塘梅公路的三段记忆和三张照片

昨日上午，海安举行纪念筑

城抗倭 628 周年历史文化节活

动，一支由军鼓队、彩旗队、女子

元宝队等 20 多个方阵组成的队

伍，在海安的南门街、西门街、东

门街、北门街上一路巡演，海安大

街小巷张灯结彩，尽管天空飘着

细雨，但村民们热情高涨，纷纷用

手机记录精彩的瞬间。

据悉，原海安所海安松城建

于公元 1387 年（明洪武年间）。

明嘉靖年间，海安军民英勇抗

倭，取得胜利，后人为纪念抗倭

英雄和海安所将士的英雄气概，

遂 时 常 举 行 海 安 所 历 史 文 化

节。 （记者 林翔翔）

11月7日下午，40多位登山

爱好者来到八水峡谷，边登山边

清理沿途的垃圾，不一会儿就满

满地装了几袋垃圾。

据了解，八水峡谷是塘下唯

一一条峡谷，位于塘下八水、中

南、中北等村，是塘下人喜欢游玩

的地方之一，除了徒步攀爬，有的

人甚至会带上了烧烤的工具，在

阴凉处的石头上搭灶烧烤。因为

部分游客公德和环保意识差，导

致峡谷内布满垃圾，严重破坏了

峡谷环境。

“我们平时都喜欢登山，来峡

谷攀爬时，看到这里都是垃圾，希

望能做点事情。”塘下镇乡村健身

俱乐部会长赵章兵说，于是，几位

登山爱好者倡议能不能组织一次

活动，志愿到峡谷内捡拾垃圾，消

息一传开，几十人前来报名，“索

性我们就成立登山俱乐部，开展

志愿活动保护环境。”

他介绍，下一步，他们将到塘

下各个登山点开展类似活动。同

时，他也呼吁市民在登山时，不要

随意乱扔垃圾，要将垃圾随身带

走。

（记者 黄国夫）

张国林记忆里的难题在

2000年得到了解决。2000年，

塘梅公路第三次修建，从原来的

7米加宽到如今32米宽的水泥

大道，并设了绿化带。不同前两

次，这次建设路面加宽了好几

倍，涉及沿路房屋拆迁千余户，

这给道路修建增加了不少阻力。

戴云飞当时在海安当调研

员，并担任城南村的驻村干部，

负责城南村25间房屋的拆迁工

作，占当时海安拆迁民房总数的

一半。在难题面前，戴云飞并未

退缩。那段时间，他成了城南村

的“常客”，每天进村和村民讲解

拆迁对塘梅公路建设的意义，希

望村民积极配合。有时白天讲

不通，他就晚上再去，今天没效

果，他就明天继续。戴云飞记

得，一直到腊月廿八，他还在村

里做思想工作。一位党员见此

深受感动，特地找到他说：“老

戴，有一位拆迁户是我亲戚，我

陪你去劝说吧。”经过努力，戴云

飞终于攻克了25间房屋拆迁难

关。

这一次，他拍了两张照片，

一张是2002年塘梅公路改建工

程竣工通车典礼现场，一张是同

年他在修建后的塘梅公路上。

■记者 张洵煜

作为塘下车辆最密集的主干道之一，塘梅公路先后历经三次建设，机缘巧合，塘下退休

老干部戴云飞恰恰三次都参与建设，并且其中两次还拍照留念。近日，他向记者展示述说

照片背后的三段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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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段记忆：挑泥石填路，“一个生产队建一米”

上世纪七十年代，塘下还没

有公路，交通以水运为主。“轮船

一天才跑两趟，每次坐船还得走

大老远去码头，很不方便。”韩田

老人韩月华说，那时的自行车只

能骑小路，自行车“摔跤”是常有

的事。那时的小路中间是窄窄的

石板，两侧用石头填充，每次车主

都爱抢中间平坦的石板“车道”，

另一个车主就会因骑侧边的石子

路而摔倒。

落后的道路交通制约了全区

的经济发展，1977 年，塘下区公

所开始建设塘梅公路（当时称塘

梅机耕路），戴云飞当时担任鲍八

大队支部副书记兼大队会计，亲

身参与了挑泥填石的艰辛劳动。

“当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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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云飞

介绍，当时 20 个村共 20 个生产

大队，每个生产大队包括20个生

产队，一个队有 40 多人，每个村

平均分配到20米的建设任务。

当时的劳动生活情景，他仍

历历在目：每天早上8时集合，干

到下午 5 时左右，中午休息一两

个小时，由队长管理和分配任务，

每人的工作是将村里的黄墩泥挑

到公路上填起来，他们用了一个

多月完成建设任务。

“当时看工作表现计分，准时

出勤的给 10 个工分，早出晚归、

主动承担任务的给15个工分，有

些弱小、体力不支的，同伴们会互

相帮助，给七八个工分。”戴云飞

说，那会儿大家都干劲十足，盼着

能早点建成公路。

1980年，塘梅公路建成，共6

米宽，是当时塘下最宽的大道。

原来从事水路货运的市第三运输

公司也因此作出调整，于1979年

开出第一辆载客“大篷车”，后被

双排门的 24 座大客车替代。上

世纪80年代后，三运公司逐渐增

加车辆，运营塘下至瑞安市区的

班车，之后又陆续开通塘下至场

桥、海安、梅头（今海城）的班车。

事后回想，戴云飞觉得遗憾

的是，当时拍照还是挺稀罕的事

儿，未能拍照留念。

1990年，塘梅公路翻修，将

原来的泥石路面修建为水泥路

面，并加宽到7米，运输能力提高

3倍以上。

“塘梅公路的再次建设给塘

下发展带来了新变化。”戴云飞

说，伴随着经济的腾飞，交通工具

也逐渐增多，其中，摩托车成为塘

下人的“新宠”。

戴云飞印象最深的，是当时

自己拥有了一辆摩托车。当时，

戴云飞住官渎村，工作在海安，为

方便工作，其儿子将自己的摩托

车“本田王”送给了戴云飞，他学

了6天，便开在了塘梅公路上。

“‘本田王’在当时就好比现在的

奔驰宝马，我当时50多岁了，还

能开上这么时髦的车，心里美滋

滋的。”戴云飞笑着说，当时几个

村民看见他开着如此“拉风”的摩

托车，还以为认错了人，打赌这人

是不是老戴呢！

张宅村老人张国林回忆起

塘梅公路的第二次翻新，却有不

一样的记忆。当时，张国林出行

更多依靠小巴。每次在塘梅公

路边等车时，他总是等来一身

灰。“路面环境很差，晴天是飞扬

的泥粉，下雨是混沌的泥水。”张

国林说，当时路面很窄，车辆却越

来越多，堵车的情况愈发严重。

这次让戴云飞开心的是，

1992年塘梅公路竣工时，他在典

礼现场拍了一张照片。

第二段记忆：
泥石路变身水泥路，加宽到7米

第三段记忆：
路面从7米加宽到32米19921992年塘梅公路竣工典礼现场年塘梅公路竣工典礼现场，，左一为戴云飞左一为戴云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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