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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钱枫枫）“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

党，拥护党的纲领，遵守党的章程，履行党员义务，

执行党的决定，严守党的纪律，保守党的秘密。对

党忠诚，积极工作⋯⋯”6 月 21 日下午，云周街道大

型会议室内座无虚席，200 多名党员在云周街道组

织委员吴直欣的带领下，重温入党誓词。

据悉，云周街道共有 1300 多名党员，此次培训

面向街道全体党员，分 4 批进行，当天到场的是繁

荣、根桥、高园、杏里、杏垟、坳头、周村、少埠、潭头

等9个村的党员。

重温入党誓词后，讲课老师高级政工师曾一松

组织党员学习浙江省第十四次党代会精神，为党员

带来题为《坚定理想信念、立足当下实务，做一个合

格的共产党员》的党课。曾一松说，做一名合格的

共产党员，应该树立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坚持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不

断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推向前进。

今年 68 岁的老党员李顺贤听课时一直认真地

作笔记。他是云周街道坳头村党支部书记，入党已

有 46 年。“这堂党课很难忘，讲师从历史讲到现实，

内容丰富，语言精彩，观点明确，很接地气，富有意

义。”李顺贤说，当今社会诱惑多，因此，党员更应该

多上党课，保持一名共产党员的先进性。

云周街道自2016年成立以来，在党员的教育管

理方面做了不少积极的探索，其中还特别将每月16

日作为该街道党员固定活动日。

“此次党员培训是为‘红七月’预热，街道全体

党员来上‘大课’，在全市范围内是很少见的。”吴直

欣说，今年以来，除街道领导带头讲课外，该街道还

邀请律师、医生等专业人士，每月 16 日进村为党员

讲课，不断丰富党课内容。

堵疏结合
整治占道经营

早上和午间的上下学时段，滨江

中学门口的流动摊贩抓住监管“盲点”

回迁，再加上该时段接送学生的车辆

众多，原本狭窄的道路时常被堵得水

泄不通，家长和周边群众反映强烈。

对此，市综合行政执法局玉海中队抽

调 2 名市容督导员，在非上班时段蹲点

驻守收到了好效果。

该 中 队 队 长 郑 晓 敏 说 ，以 驻 村

（社区）联络室的新型城市管理模式

来管理占道经营乱象，成效良好。在

后 垟 村 ，村 里 有 6 位 市 容 督 导 志 愿

者 ，中 队 指 派 2 位 执 法 人 员 联 系 该

村，如今，后垟夜市的秩序较过去明

显改善。

在市人民医院侧门的临时疏导

点，记者看到以往随意摆放的摊贩不

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排在划线区域

内经营的摊位，整齐有序。

“整治占道经营，不仅要‘堵’，也

要‘疏’。”市综合行政执法局市容环卫

管理科负责人介绍，去年，我市根据

《浙江省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

例》、《温州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

例》等相关条例规定，本着疏堵结合的

原则，先行先试，设置 6 处摊贩临时疏

导点，分别为玉海后垟中路疏导点、玉

海青松路疏导点、安阳红光菜场北首

疏导点、上望望东西路疏导点、安阳岭

下东路疏导点和瑞光大道下埠村路段

疏导点，引导摊贩有序经营，周边环境

大为改观。

该负责人说，为了进一步加强街

容街貌管理，他们还把虹桥路、万松

路、罗阳大道和滨江大道列为占道严

管示范街，建立完善路长责任制，改变

“坐岗式”和“阵风式”管理模式，通过

加强落实“门前三包责任制”，以定点

定岗与巡查相结合的模式，实行定路

段、定人员、定时间、定责任、定奖罚，

并落实督查制度。

严管重罚
人行道更有序

虽然最近连续下雨，不能施划车

位线，但市综合行政执法局机动一中

队的工作人员并没有闲着，他们冒着

雨在市区人行道寻觅可施划停车位的

区域。

“前段时间，我们已经在安阳路、

罗阳大道、莘阳大道、隆山路等路段共

新增了 1200 多个人行道停车位。”市

综合行政执法局机动一中队负责人叶

茂芳说，经过这几天的实地勘察，预计

又可新增近 400 个车位，接下来，还将

在银行、医院、办事部门附近寻找符合

停车条件的人行道，方便群众临时停

车。此外，他们还在市区人行道上施

划 600 多个摩托车停车位，避免乱停乱

放行为。

据了解，自 5 月 8 日起，该局正式

对玉海、锦湖、安阳、东山、上望、经济

开发区这 6 个区域内的人行道上违法

停车行为予以处罚。在这些区域，车

主只要将车违停在人行道上，就会收

到一张《人行道违法停车告知书》。

截至昨日，已累计查处人行道违

停 6000 余起。叶茂芳说，目前人行道

违停现象明显少了，下一步要提高管

理要求，对于已经施划停车位的人行

道，车主要按车位线规范停车，否则也

将收到违停处罚单。

执法人员表示，他们还将对人行

道违停行为加大监管和处罚力度，希

望广大车主自觉养成良好的停车习

惯，共同打造有序市容环境。另外，市

区部分不适合施划停车位的人行道已

打上桩位，对私自拔桩行为，一经查

实，将移交公安部门处理。

■记者 苏盈盈 通讯员 刘伟静

在流动摊贩频现的“乱点”周围，派专人蹲点值守，占道经营现象不见了；人行道上被违停车辆占据，经

过一个多月的严管重罚，行人点赞路更好走了⋯⋯这是市综合行政执法局重拳整治占道经营和人行道违

停现象的成效。

看到如今整洁有序的道路环境，市民纷纷点赞：“管一管，治一治，市区道路更通畅，人行道也好走了。”

重拳整治占道经营、人行道违停

城市道路更通畅了

执法
在线

预热“红七月·服务月”

云周千余名党员
上“大党课”

【今日仙降】

徐朝林：“仙降鞋”的鼻祖

一个偶然机会
发明塑革鞋

徐朝林是仙降村人，1931 年 12 月

出生，2012 年 5 月去世。年轻时，徐朝

林曾怀着满腔热情当兵报效国家，返乡

后在仙降当地学习制鞋工艺，1975 年被

文成的鞋厂请去做师傅。

1976 年一个冬日，徐朝林正在仙降

林光村朋友家串门，看见村里一名补鞋

匠正以加热粘贴的方式补皮鞋。他突然

想到家里刚断裂的塑料皮鞋，塑料遇热

会熔化，如果能把断裂的部分进行加热

再贴合，鞋子不就能穿了？回家后，他

立即试验，见灶台旁边摆放着旧镰刀，

突发奇想，将镰刀头放在灶火内加热煨

红，再插入鞋底断裂处，塑料部分熔化

后，断裂的部分粘合了。

这发现可把徐朝林乐坏了：“我可

以采用这种方式，以市场上的皮鞋作样

式，以塑料为鞋底，制作一款新鞋。”心

动不如行动，他让儿子徐帮良去当时制

鞋较为有名的莘塍镇采购了塑革鞋面、

塑料底，在家进行新鞋样的制作。

他用农家常用的剪刀进行人造革鞋

面 的 剪 裁 ，拿 家 里 的 镰 刀 在 火 炉 上 煨

烫，然后，将煨红的镰刀头插入塑料鞋

底和人造革面之间，使之上下熔合，再

用手将鞋底和人造革面挤压在一起，一

双塑料皮革成品鞋就这样诞生了。

徐朝林将这款新鞋献宝似地给妻子

过目，获得了妻子的肯定：“这款鞋子肯

定会红！”

之后，徐朝林又多次进行改良，他

发现，只要将制作好的鞋子连同鞋楦一

起放入锅内蒸，蒸到一定的时间后拿出

来冷却，鞋子立刻变得立体有型。

“当时的制鞋技术普遍不高，虽然

父亲制作的塑革鞋看上去不够精致，但

胜在够新奇。”徐帮良说。

试验成功后
推向市场

徐朝林让家人尝试穿上自制的塑革

鞋下地做农活、出去串门、上市场购物

⋯⋯邻里见了，都夸赞他发明的鞋子舒

适又实用，纷纷前来购买。看着大家如

此喜欢自己发明制作的鞋子，徐朝林和

家人心动了：“为何不尝试批量制作，对

外销售呢？”

他开始从莘塍购入一部分原材料，

在家制作首批鞋子，并由妻子带到瑞安

市区销售。在当时，全国处于计划经济

向市场经济转变时期，经济落后，物质

匮乏，商品奇缺，这种粗糙但款式新颖

的塑革鞋很快被瑞安市民接纳了。

他们一家还记得第一次将塑革鞋带

到瑞安市区，过往的市民无一不驻足观

看，个把小时，几十双鞋就售卖一空。

之后的几年时间内，徐朝林“男主

内”在家制鞋，而妻子“女主外”每天用

竹篮装上三四十双鞋子，坐着拖拉机到

飞云，再从飞云坐轮渡到瑞安百货公司

门口进行售卖。这些新奇的鞋子吸引了

很多人的目光，每天都被抢售一空。

当年父亲做鞋的场景，徐帮良现在

还历历在目：“当时赚钱的渠道少，当发

明 了 塑 革 鞋 之 后 ，父 亲 和 母 亲 不 辞 辛

劳，手指起泡、流血、起茧子了，还是夜

以继日地不停煨烫，只为让家里的经济

更 加 宽 裕 一 些 。 当 时 ，为 了 保 护‘ 专

利’，他还躲在家里偷偷煨烫，生怕技术

被人学走，丢了生计。”

敞开家门
扩大生产

1980 年前后，村里村外不少人都提

出要向徐朝林进货，鞋子供不应求。随

着销售量的逐渐扩大，一锅蒸三四双鞋

的规模已经无法满足市场需求。徐朝林

决定敞开家门，扩大生产。他购买了大

煤炉、烘箱，从村子附近招了多位制鞋

师傅，并传授他们制作塑革鞋的方法。

这时，鞋子的产量一天可以达到 100 多

双。

据 悉 ，历 史 上 仙 降 是 著 名 的 产 粮

区，家家户户务农维持生计，1979 年，人

均年收入不到 80 元，基本上处于自给自

足的封闭农业经济状态。随着塑革鞋的

逐渐红火，各家各户都开始在这上面动

起了脑筋，他们相继向徐朝林取经，学

习制作塑革鞋的技术，很快，仙降村、金

光村、林光村、翁垟村、新安村、下社村

等集镇范围的 7 个村 400 多户人家都加

入到制鞋生产中来，在后来的三十多年

里，仙降逐渐成长为全国胶鞋名城。

1983 年、1984 年，徐朝林都被评选

为瑞安县先进工作者；1986 年 10 月，原

仙降镇政府给徐朝林颁发了奖状，肯定

了他“塑革鞋发明者”这一身份。

因煨烫塑革鞋时会散发出刺鼻的气

味，长期处于这样的工作环境里，徐朝

林开始出现身体不适。为了继承父亲的

事 业 ，也 顺 应 市 场 的 变 化 ，徐 帮 良 在

1986 年后购置了注塑鞋的生产机器，开

始生产注塑鞋，但因技术不过关，无法

生产，最后无奈将机器低价转卖。在之

后的十几年里，徐帮良陆续在温州、广

东等地从事与鞋业相关的职业。

2013 年，徐朝林的孙子徐启化在仙

降村创办了瑞安凯隆鞋业，专业生产注

塑鞋。徐启化说，在发明塑革鞋的年代

里，他爷爷是比较保守的制鞋师傅，虽

然发明了塑革鞋却不敢扩大生产，只在

家中默默制作；而在父亲的那一代，虽

然一直没有离开制鞋行业，但没有将爷

爷制鞋手艺很好地传承下来；到了他这

一代，他和姐姐一起创办了一家鞋企，

他的弟弟也创办了一家，他希望在他们

这一代，爷爷的事业得以传承并做大做

强。

编者按：瑞安是全国闻名的“胶鞋名城”，在全市拥有500 多家胶鞋企业，每年生产的胶鞋数量过亿双，占全国产量的六成，而我市的胶鞋生产主要集中在仙降街道。据相关统计，近年来风靡全

国的小白鞋，有85%以上是仙降出品的。

仙降鞋业最早起步于上世纪 80 年代中期，当时许多企业生产的产品档次较低，且存在不少质量问题，产品开胶、设备陈旧、工艺落后等因素大大制约了企业的发展。1998 年后，仙降鞋业进行了

第一次产业革命，引进先进设备，聘请行业专家，仙降鞋的品质不断提高，也得到了市场的认可。之后，仙降鞋业又经历了代加工到原创、纯线下到多渠道的转型期。

今起，本报将推出“我与仙降鞋的故事”栏目，挖掘这三十多年来，仙降人与仙降鞋之间的故事。如果你是仙降鞋的“有缘人”，欢迎给我们提供线索。

今日云周
RUI BAO

我与仙降鞋的故事
RUI BAO

在一次采访中，记者见到了仙降制鞋第一人徐朝林的儿子徐帮
良、孙子徐启化，他们追忆起徐朝林与鞋的故事。

■记者项颖

陈虬路人行道停车位上，车子有序停放。

关注综合行政执法助力“创文”（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