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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名片：胡金声，男，1927年12
月出生，三门亭旁桃山村人。1949年3
月参加革命，1950年 4月加入中国共
产党。曾在政法战线工作，后担任黄岩
城关镇副镇长，1980年回到公安系统
工作。1989年2月光荣离休。

胡金声口述 台传媒记者李 奔整理

革命的种子悄然种下
我上学比较迟，21岁还在读初

中，这还是跳级后的结果。但我读书
早，最早在三门亭旁桃山村的私塾，
跟着教书先生学。

为什么我后来去学校读书？上世
纪 40年代初，国民党来抽壮丁，但他
们不抓读书人，父母为了让我逃避国
民党的“魔爪”，把我送去了学校。听
说被抓去的壮丁在部队里过着生不
如死的生活，很多人逃走了。

我小学是在亭山小学读的。因为
有基础，校长和教导主任特批我跳
级，还当上了年级长。1946年，我考到
了三门县立初级中学。在这里认识了
一个叫吴锷的同学，他后来可厉害
了，当过海军东海舰队训练基地副政
治委员。吴锷在学校时就投身革命，
他以同学会的名义鼓动我们去宁波

四明山参加革命。我那会是学生会主
席，他与我接触多次。虽然我没有动
身，但参加革命的心，已然有了。

1948年，家里的牛被偷了，我们
一家五口维持生计的来源没了。不得
已，父母决定去象山打工谋生。我也
告别同学，转学到了象山立三中学。

与同学一道投身革命
在新学校，我仍想着吴锷对我说

过的话。他对我影响确实很大，我开
始寻找参加革命的机会。

1949年 2月 17日，三门解放了，
是浙江第一个获得解放的县，我的老
家亭旁就在其中。这个消息传来，给
了我莫大的鼓舞。我当即找到两个志
同道合的同学商量参加革命的事。没
多久，我们就踏上了寻找组织的路。

那时候在三门有一支共产党的
游击部队，叫“三五支队”，吴锷有跟
我提到过。经过一段时间寻找，当年3
月，我和同学终于找到了这支部队。
表明身份和决心后，我们成功加入了
部队。

来到部队后，日子比在学校里苦
多了。因为要经常转移阵地，我们白
天在山上休整，夜里才行军，有的同
志视力不好，严重时甚至需要匍匐前
进。吃的更不用说，挖野菜，吃杂粮，

肚子很难填饱。
在一次行动中，我们遇到了国民

党宁海县自卫队，两边人马当场开
战。那是我第一次参加战斗，说不怕
是不可能的，但投身革命必须有随时
牺牲的觉悟。这场战斗，我们击毙2名
敌人，俘虏3名，我军也有人员伤亡。

时刻牢记着自我提升
后来国内形势一片大好，整个台

州的内陆地区在1949年陆续解放。其
间，我参加了队里的燎原干训班，培训
了将近一个月，被分配到临海工作。

有意思的是，跟我一起出门的还
是来时的两位同学。不过到了天台
后，他们看到华东人民革命大学的招
生公告，手里头还有些钱，就买了车
票直奔江苏去。我觉得我也有该走的
路，于是我们就此别过。

当时的台州公安局在临海，我进
入局里的预审科工作，主要就是审犯
人和管理监狱，一干就是两年半。
1951年底，我又去了省公安厅劳动改
造处任职。

1952年，省法院成立了第四庭，
抽调我们劳改处的同志过去。经上级
批准，我又成为了一名助理审判员。
后来我调回公安厅，先后管理江山劳
教所和杭州乔司农场。

从台州到省里，这段时间我过得
很充实，学到了很多知识，也入了党，
但我觉得我还需更加进步，于是在
1957年，我参加年轻干部劳动锻炼，
来到了黄岩。本来半年后就要回去
的，但黄岩领导觉得我很出色，盛情
挽留我，我最后也答应了。

在黄岩城关镇当副镇长时，我做
了 3件自我感觉很好的事情，分别是
拆建拓宽黄岩大街、做好劳动安置工
作和做好上山下乡工作。这 3件事还
得到省里领导的肯定，当年的省拆建
工作现场会、省劳动安置现场会以及
省上山下乡工作会都放在黄岩开，我
们的工作被当成典型来宣传。

如今人民生活幸福，希望下一代
牢记革命历史，不忘革命精神，紧跟
时代，勇往直前，将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现代化建设进行到底。

胡金声：从学生会主席到“三五支队”战士
离休干部口述史⑭

胡金声近照。台传媒记者李洲洋摄

10月4日，仙居县福应街道，农
民驾驶收割机收割稻谷。金秋时节，
仙居县各地晚稻陆续成熟，农户抢抓
晴好天气收割稻谷，确保颗粒归仓。

台传媒通讯员王华斌摄

金秋稻谷黄
农民收割忙

台传媒通讯员徐 蒙

10月 4日，路桥区路南街道坦田
王村，望着眼前这片“稻田画”，稻穗
随风起舞，这股风吹进了“画家”季家
冉的心坎里。

季家冉是市派农村工作指导员，
负责过路桥路南街道西夏新村永长路
停车场改造工程及特色口袋公园项
目、西夏新村西夏家宴中心2.0项目、

众创小微园区“政银担企融辅”合作示
范园区项目和洪洋村美丽乡村建设工
程——乡创广场“碳中和”示范项目
等。2023年4月，他被派驻路南街道坦
田王村时，面对着千亩良田的勃勃生
机，脑海中思索着一件事：耕地保护红
线中的“农业大村”，出路在哪？

坦田王村是路南街道农业大村，
人口多、地域广、发展项目少，在整个
街道中村集体经济发展相对滞后。

“坦田王村曾经作为‘五星大队’
辉煌过，近年来因‘受制于农’而困囿
于方寸之间，他们这届村班子特别希
望能‘破局’。”季家冉花了两三个月
时间，做了很多“采访”，他相信坦田
王村名中带“田”字，定有其独特的田
园之梦，出路可以从“田”里开辟。

季家冉和村里的选调生董敏以
及村“两委”班子，最终确定了要以这
片广袤的稻田为画布，绘一幅“稻田

画”，打造坦田王村独特风景。
选种、育秧、定位放样、插秧……

一年以前，董敏没想到自己能对种田
“了如指掌”。董敏是台州市医保局
2022年选调生，现挂职坦田王村党支
部副书记，关于村子的“七彩稻田农
文旅项目”，她构思了很多。

“稻田中央，飞机图案像台州机场起
降客机的倒影，将村民共同富裕的梦想乘
着飞机送达云端；风吹稻浪的傍晚，夕阳
西下的金光照耀着田间‘美丽乡村’的字
样，更显璀璨。”季家冉说，“坦田王村村集
体经济薄弱，希望借着农文旅的春风，将
村民心中的‘红色信念’传承下去。”

路南：稻田作画绘美景

本报讯（记者盛鸥鸥）日前，一场
考验技术与智慧、速度与精准的较
量，在台州港头门港区开赛。这是
2024年台州市第五届职业技能大赛
起重装卸机械（门座式起重机）操作
工赛项的比拼现场。由台州市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局、台州市总工会、共
青团台州市委、台州市港航事业发展
中心、台州港港务有限公司联合主
办，吸引了台州港多家港口企业的
32名起重装卸机械（门座式起重机）
操作工参与。

门座式起重机是码头上最亮眼
的设备之一，拥有可回转的起重臂
架，操作跨度大。要想顺利高效地操
作这些“庞然大物”，操作工要具备对
高度的判断能力、让货物平稳运行的
作业水平和就位准确度。

“门座式起重机操作技能，不仅直
接影响生产效率，更关系到安全生产和
经济效益，因此提升操作工的技能水平

显得尤为重要。”台州市港航事业发展
中心党委委员、副主任陈安说，希望通
过竞赛比拼技能，推动行业交流和技术
进步，提升台州港口作业水平和效率。

此次竞赛结合实际操作重点，要
求参赛选手通过操作门座式起重机，
在规定时间内精准地钩起小圆桶，并
依次完成走关路、撞物、限时闯关、穿
针、归位等环节。

参赛选手要坐在离地24米高的
操作室内，凭借肉眼观察地面和拨动
操作杆，遥控指挥折叠的起重臂架，
使得吊钩不断摆动幅度，直到趋于垂
直平稳状态。特别是受现场风大等因
素影响，让整个赛程极具挑战性。

台州港港务有限公司党总支副
书记、工会主席张雨说，此次竞赛包
括理论知识考核和实操考核两个环
节，通过技术比武选拔一批技术精
湛、操作规范的优秀员工，为企业持
续发展提供人才保障。

这场竞赛展示了操作工精湛技能

“庞然大物”闯关比拼

本报讯（通讯员吴秀秀）近日，神
仙居景区安全员韩军利用手机扫描
灭火器二维码，成功录入了检查内
容、检查结果、现场图片等信息，完成
了一次日常巡检，巡检内容均在手机
和系统管理后台上一目了然。

近年来，神仙居旅游集团创新景
区安全巡查模式，引入二维码巡检系
统，对景区内的卫生间、消防设备、路
灯、配电箱等设备设施进行赋码，每个
二维码相当于每个设备设施的“身份
证”，扫码可获取设施种类名称、所在
位置、编号、巡检记录、责任人等信息。

“神仙居景区的各项设备设施种
类多、分布散、数量多，通过这个系
统，我们可以在后台实时了解各项设
备设施的安全巡检情况，实现动态监

管，同时也有效促进了设备设施责任
人安全职责的落实，形成可追溯的闭
环安全管理机制，让日常安全监管工
作的开展更加信息化、高效化、系统
化。”浙江神仙居景区运营管理有限
公司副经理王海说。

“目前神仙居景区拥有 14家自
营店、9家承包经营商铺，平时每天
我们都会安排专人针对门店的环境
卫生、服务质量、消防安全等内容进
行门店巡查，巡查人员会通过线上
门店管理系统实时拍照上传巡查结
果，部门主管可以实时掌握问题整
改进度，实现线上闭环监管，对我们
进一步规范门店管理、确保高效廉
洁运营起到重要作用。”该公司副经
理应杰说。

神仙居旅游集团——

智慧管控延伸清廉监管触角

正风肃纪促保障

本报讯（通讯员李 丹）近日，温
岭市滨海镇“滨锋”青年学习小组在靖
海村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内开展了一
场热烈的新时代“围垦精神”大讨论。

“五十多年前，那时候东风塘、团
结塘都还是一片‘潮来水汪汪，潮退白
茫茫’的不毛之地，后来围垦大军手挑
肩扛，冒严寒、战酷暑，齐心协力将汪
洋荒岛变成‘海上粮仓’……”活动特
别邀请了亲身参与拦海造田的老一辈
围垦人应明利为青年们讲述往事。

“新中国成立后，为打破无田可
耕的困局，老一辈滨海人挑起扁担，
在滩涂上日夜奋战，开辟了东片塘、

东风塘、五一塘、团结塘等万亩良田，
创造了‘荒滩变绿洲、沧海变桑田’的
伟大成就，让我学习到了敢于突破常
规、善于创新思维、勇于另辟蹊径的
开拓创新精神。”青年干部吴昊表示。

滨海镇是新拓之地，成立仅 20
多年，但新时代“围垦精神”却深深烙
印在这片土地上。如果说围垦时代是
向滩涂要粮，那么如今则是与时代大
潮抢机遇，垦出新未来。下阶段，滨海
将在全镇上下广泛开展新时代“围垦
精神”大学习大讨论活动，持之以恒
地激励“新围垦人”为争创“一区三带
五个滨海”不懈奋斗。

滨海——

青年感悟新时代“围垦精神”

本报讯（记者钱 青 通讯员许安
安）国庆期间，天台山旅游休闲集聚
区对面近 4500平方米的空地上，白
线划出了200个摊位，供国庆期间群
众设摊所用。为此，天台县综合行政
执法局20多名工作人员在国庆节前
一天忙碌了好一阵子。

本着“便民利民”的服务理念，国
庆期间，天台利用景区周边可用闲置
空间，科学施划临时便民摊位，在天
台山旅游休闲集聚区对面空地、九九
回归林、集散中心商业街设置文创
类、综合类等300个流动摊临时疏导
点，在营造优质旅游环境的同时增加
群众收入。

为方便临时摊位申请，天台依托
“摊省心”数字化应用平台，通过线

上、线下预约相结合方式，实行设摊
预约制度，制定统一管理规范，并对
预约成功的群众发放和合卡（码）。

62岁的王阿姨与朋友“合资”，通
过线下成功预约售卖香品的摊位。“我
们的产品都是正规渠道进货的，但在
以前游客看我们挎个篮子走着卖，担
心不正规就不会买。今年集中摆摊，游
客买得放心，相信我们的生意会更
好。”天台人小丁通过“摊省心”预约了
集散中心商业街门口摊位，“我和朋友
决定摆摊售卖汉服、非遗发簪首饰等，
这里环境好，很适合我们。”

为确保整洁有序，天台要求摊位
周边产生的垃圾由摊主负责清理，做
到责任到人、随脏随扫，确保摊位垃
圾日产日清。

国庆期间，天台山景区临时设置300个
便民摊位

方便游客 助民增收

本报讯（记者张光剑 通讯员郑
燕睆 张 勇）“这些弯道改造后，道路
顺畅了，开车也更安全了。”近日，仙
居县广度乡大雷村村民林福为桐街
线大雷路段弯道改造工程点赞。

广度乡位于仙居县北部山区，海

拔500多米，盘山公路蜿蜒延伸，其中
王招岭和东里段急弯较多，给当地杨
梅、水蜜桃等农产品运输销售带来极
大不便，更为当地村民出行埋下安全
隐患，村民对此反映强烈。

群众有所呼，代表有所应。今年年

初，广度乡县、乡两级人大代表多次联
合相关职能部门组织座谈会，与群众沟
通协调，最终于今年4月份确定桐街线
大雷路段弯道改造工程，改造内容包括
公路视距改良、路面及排水工程，选择
东里段长45米、王招岭段（上）长57米

和26米计83米及王招岭段（下）长78米
三个回头弯作为首批改造对象。

施工开始后，广度乡县、乡两级
人大代表充分发挥模范作用，积极主
动参与道路拓宽改造。如今，已完成
拓宽改造工程的三个回头弯路段，路
面平均加宽了 1.5-2米以上，大大提
升了道路安全性，不仅解决了村民出
行难的问题，更为村民发展农业产业
提供了有力保障。

广度：代表有作为 拓宽民生路

10月4日，市民在椒江白云山云中绿道漫步。作为台州首个高空钢架绿道，
白云山云中绿道成为许多市民国庆假期的打卡点。该绿道总长约3.7公里，共设
置了7个衔接点，让市民在城市里就能“漫步云端”。 台传媒记者聂杨波摄

国庆假期国庆假期““漫步云端漫步云端””

（上接第一版）
在下沙塘工业园区旁，工人们正

进行路面雨水管道施工。
据悉，下沙塘、大沙湾、岙口塘工

业园区附近的道路因货车进出频繁，
导致路面破损严重，雨天时常出现积
水情况，影响企业生产经营。为此，该
镇启动道路改造提升与景观提升工
程建设，通过改善配套基础设施，提
升工业园区的吸引力与承载力。

“这三个工业园区入驻了上百家
企业，是全镇经济发展的‘顶梁柱’。”
健跳镇临港型工业园区发展服务中

心副主任王俊杰介绍，相关工程预计
11月竣工。

公共服务扩面提质
挑选花卉、修剪枝叶、搭配色彩……

9月 20日晚，在健跳镇综合文化站，
经过一个多小时的学习和制作，学员
们完成了各自的花艺作品。“一堂课
20个名额，刚发布就被一抢而空。”健
跳镇文化员郑雯馨说。

今年 7月，健跳镇依托综合文化
站打造“乡村艺校”，开设书法、绘画、
舞蹈、健身操、越剧等“小而精”的特

色品牌课程，推动基本公共文化服务
融入城乡居民生活。

何爱茶是健跳镇一家企业的会
计，下班后总是感到无聊。“乡村艺
校”开课后，她几乎一堂课不落，感叹
小镇生活也能如此丰富多彩。

据统计，健跳镇“乡村艺校”的学
员中，20岁至 30岁的年轻人占比近
半。随着镇口袋公园、琴江百姓健身
房、健农村笼式足球场、下街村门球
场、三核村书屋等文体阵地陆续建
成，健跳镇“15分钟品质文化生活圈”
已基本形成。

“一老一小”是民生关切的重点
群体。健跳镇成立“助联体”服务中
心、未成年人保护站，常态化开展入
户探访、困难帮扶、节日慰问等活动，
托起“一老一小”稳稳的幸福。

今年中秋节，健跳镇“助联体”服
务中心联合健跳镇居家养老服务中
心举办“情满中秋，‘月’来‘月’好”活
动，组织 100余名老人观看越剧、敲
鼓、爬山调等表演，参与套圈、夹玻璃
珠等趣味游戏。

“举办活动，老人们都很开心。”
健跳镇社会事业服务中心副主任、居
家养老服务中心负责人何宏献表示，
未来计划下设村级照料中心，进一步
扩大养老服务覆盖面。

吸纳农民搬到镇上住

（上接第一版）“我们都是吃货，爱逛
街，在网上查到赭溪老街是来天台的
必打卡地之一，所以选择了这里，果然
没有让我们失望。”小陈说，在赭溪老街
不仅吃到了喜欢吃的“糯叽叽”，还看到
了火壶、打铁花等非遗传统技艺表演。

老街上的客流不断，忙坏了各位
商家。笔者在尚百味旋转小火锅店前，

看到店里座无虚席，店长裘俊俊忙得
不可开交。“这几天赭溪老街人流量
大，我们的生意也跟着好了起来，不到
下午4点，店里就全都坐满了，我们会
一直忙活到晚上 10点。”算了算近几
日的营业额，裘俊俊笑容洋溢。

逛市集、品美食、赏文创、听音乐……
国庆期间，赭溪老街举办了“赭里溪

游，半是烟火半是诗——天台赭溪老
街诗词非遗节”，内容丰富。非遗鱼灯巡
游、T台小超模走秀、中国舞表演、西洋
音乐沙龙、戏剧表演、相亲大会、古彩戏
法表演、溪上打铁花、民乐弹奏、和合次
元动漫游园会、诗词游园会以及苗族
姑娘山歌快闪等一场场活动精彩纷
呈，时尚元素与传统文化在这里碰撞

交织，吸引不同年龄段游客前来。
据统计，10月1日，赭溪老街接待

游客 7.5万人次，10月 2日接待游客
11.1万人次，10月 3日接待游客 13.1
万人次。眼下，赭溪老街已成为许多外
地游客来天台游玩的热门“打卡地”。
赭溪老街相关负责人谭文军说，希望
通过活动，把赭溪老街打造成“半是烟
火半是诗”的文旅新场景，重现唐宋时
期的繁华商贸景象，让游客在体验中
感受老街的历史风貌与文化特色。

日均客流10万人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