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夏凌 通讯员 钟浩坚

深秋初冬，宁波余姚市唐田村
的高山古道已铺满了金黄，古道两
旁 的 金 钱 松 树 林 在 阳 光 的 笼 罩
下，令人流连忘返。几乎每天都有
一个的瘦小身影在古道上来回：他
一手提着蛇皮袋，一手拿着竹夹，
反复捡拾着古道上的垃圾，给游客
指路。

他叫唐明芳，是村里的老党
员，从村干部岗位退下来后，又在
村里又做了 10 来年的护林员。如
今 72 岁的他依旧在古道上义务巡
逻。

“红色古道”蕴藏鱼水情

唐田村地处四明山脉高海拔

山区，曾建立中共四明特别区委员

会。抗战时期，村里的几条古道是

浙东游击纵队进出四明山的主要

通道，群众常在附近的半岭庵、凤

仪亭等路亭里摆放茶水和干粮果

蔬，方便战士们休息取用。战士们

会把与食物等价值的钱物，压在路

亭的石头下。

唐明芳的父亲就在那时加入

了党领导的民兵队伍。唐明芳一

直牢记这段红色历史，对古道有着

深厚的感情。

网络时代的到来，让这座隐藏

在大山深处的“唐田红村”逐渐走

进人们视野，“红色古道”成为“网

红”打卡地，一天最多有 17000 多人

次客流量。旅游垃圾给自然生态

带来了较大影响，森林的防火压力

也随之增加。

唐明芳看在眼里、急在心中，

他戴上“护林员”字样的红袖章，拿

起清理工具，骑上三轮车，走进古

道，开启志愿巡逻之旅。

自带午饭巡逻十几公里

“出门三条岭，饭包挂头颈”曾

经是四明山未通公路前群众的日

常，而今成了唐明芳的生活写照。

每天清晨，唐明芳骑着电动三

轮车往古道出发，除了将蛇皮袋、

竹夹、抹布等工具装车上，他还会

带上他的午饭包。他告诉记者，村

里古道相连，共有十几公里，一走

进去就要好几个小时，没法赶回去

吃中饭。

红马甲、红袖章是唐明芳巡逻

古道的着装标配。“这样在劝导、帮

助游客时，更有说服力。”唐明芳笑

着说。

古道中只有一段较为宽敞，唐

明芳每次都会把车停在古道的一

端，然后拿着清洁工具步行。见古

道指示标牌蒙了灰，他就重新擦

亮；遇见有游客乱丢杂物，他会上

前劝导，并当即接过垃圾放在袋子

中；看到山沟里的白色垃圾，他就

下坡清理。在巡逻中，唐明芳还会

留意是否有石阶松动，并查看村饮

用水水库周边卫生、水位等情况，

以便及时向村里反应。

干净古道获点赞

唐明芳特地向村里申请了几

只垃圾桶，按照他的巡逻经验，放

在游客比较集中的几个点位，他在

巡逻时会顺路把垃圾桶里的垃圾

收集带走。村党总支书记唐位波

说，也许唐田村的古道不是最美

的，但一定是最干净的。这也是村

民和游客对古道的评价。

如今，村里的不少党员也加入

到古道巡逻中来。唐位波表示，守

好红色文化是每位村民的责任，村

里将不断扩大巡逻队伍，将红色文

化与古道一起保护好。

竹夹麻袋加饭包

余姚老党员十余年守护“红色古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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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

本报讯（通讯员 罗敏娜）近

日，由杭州市西湖区企退中心主

办、文新街道承办的“人文日新桑

榆情 活力品质城区行”——杭州

退休干部职工大学西湖区企退文

新学苑揭牌仪式在西城广场举行。

文新学苑是以街道综合文化

站 5000 平米室内功能室为依托，

集室内舞台、文化活动室、培训宣

教室、微融媒体中心为一体的新型

现代化公共服务空间，预计能为辖

区 1.2 万名企业退休人员提供家门

口的公共文化服务。

据了解，西湖区自 2014 年 9 月

成立杭州退休干部职工大学西湖区

联合办学教学点以来，积极探索、整

合资源，先后成立西湖企退西溪学

苑、古荡学苑、蒋村学苑，开设歌咏、

书法、国画、葫芦丝、形体、绘画、越

剧七个班级，学员达300余人，努力

解决辖区退休人员“一学难求”现

象，让退休人员走进家门口的学校，

真正实现老有所学、老有所为。

杭州
大学办在家门口

本报讯（记者 张伟群 通讯
员 李欢）社区老人的贴心人、公益

活动的志愿者、垃圾分类的宣传员

⋯⋯社区工作者的身份有很多，但

你 能 想 到 他 们 也 可 以 是“ 音 乐

人”？近日，在杭州小和山民生综

合体大草坪，西湖区留下街道社工

节在“曲桥流水·古韵民谣”音乐嘉

年华中浪漫开启。嘉年华主角是

留下街道的社工，他们在这里感受

音乐魅力，传递社工精神。

社工大联欢将露天KTV氛围感

拉满。一首改编自《南浔》的《留下》

拉开本次嘉年华的序幕，唱出了留

下的千年韵味、古新交融。《万疆》

《成都》《一笑倾城》《海阔天空》《听

闻远方有你》⋯⋯在乐队伴奏下，一

曲曲或流行、或经典的歌曲响起，演

唱者来自留下街道文化站、公共服

务办、社会工作站，也来自东岳、小

和山、和家园北、杨家牌楼等社区。

现场还有“外援”，来自浙江科

技 学 院 的 几 位 留 学 生 被 吸 引 过

来。Houda Khamlichi 身着摩洛哥

民族服饰惊艳亮相，一首《火红的

萨日朗》赢得热烈掌声。演出结束

后，她用流利的中文和大家拉起家

常，她说，在浙江科技学院的学习

生活是她最快乐的时光，她非常喜

欢中国文化，惊讶于杭州这座城市

的美丽古朴和高速发展，希望继续

在这里生活学习。

歌曲唱罢，社工趣味运动会登

场，让这场有情感、有故事、有韵味

的社工节更加生动。

留下街道相关负责人表示，这

是街道首次用音乐节的形式庆祝

社工节，通过充满温暖和力量的民

谣打动人心，献给街道最可爱的

人。街道将借此机会打响民生综

合体品牌，让更多居民“想来、能

来、会来”。

可服务老人也可唱响民谣

杭州这场音乐会主角是社工

音乐会上，浙江科技学院的摩洛哥留学生Houda Khamlichi献唱。

本报讯（通讯员 王佳莹）近

日，温岭市委老干部局举办“奋进

新时代 银和展风采”第二届银和

风尚节暨温岭市老年大学 2023 学

年毕业班学员汇报演出。此次教

学成果汇演由音乐、拉丁舞、柔力

球、民乐合奏等 19 个班级、近 500
名学员参演。

演出在大合唱《亚洲雄风》中

拉开序幕；手风琴《花儿与少年》欢

快活泼的旋律让人重回少年时代；

牛仔舞《旧梦》、恰恰舞《热力节

奏》、交谊舞《心上的罗加》热烈奔

放，充满潮流气息；越剧《皇帝与村

姑选段——手捧布篮心潮涌》唱腔

委婉，演绎生动传神⋯⋯

当前，温岭市老年大学开设有

医学保健系、书画摄影系、戏曲音

乐系、体育舞蹈系、文学语言系、综

合应用系等 6 个系、37 个专业、70
个班级，在校学员 1600 余人，聘请

专 家 学 者 、退 休 教 师 等 85 人 任

教。接下来，学校将进一步配齐配

强师资队伍，创新创优各项教学课

程，丰富拓展老年教育教学成果，

为老同志搭建更加广阔的平台。

温岭
汇报演出很精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