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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城事·重点

阅读提示

“一本红色证书，是一段特殊历史的见证；一本红色证书，是南北两地特殊血脉乡情的延
续；一本红色证书，告慰天堂的父辈们，家乡的父老乡亲没有忘记你们；一本红色证书，带你们
回家。”今年9月3日，在收到证书后，远在海外的南下干部子女吴伟平写下了这样一段话。

□ 记者 俞文斌 通讯员 周平

本报讯 昨天，记者从丽水市交通运

输局了解到，丽水市本级 16个公交站点新

建改造工程已经顺利通过竣工验收，全面

投入使用。

据了解，为提升城市形象，美化公交

候车环境，完善公交站点基础设施，今年

年初，丽水市交通运输部门，决定在市区

新建和改造部分公交站点。此次投入使

用的 16个公交站点分别位于市区中东路、

宇雷路等道路。其中，新建公交站点 5个，

改造公交站点 11个。新公交站点在注重

实用与美观相结合的基础上，充分考虑沿

街商铺的实际需求，采用镂空样式，保持

站亭通透性，最大程度减少了对沿街商铺

的影响。

“16 个新建改造公交站点投入使用

后，将进一步提高公交站点品质、改善居

民候车环境、增强人民群众幸福感。”丽水

市交通运输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下一步，

丽水市交通运输部门将聚焦交通基础设

施建设，全力提升公共交通出行品质。

丽水市本级
16个新建改造公交站点
投入使用

□ 记者 吴启珍

在特殊历史时期，有这样一群人——他们远离家

乡、亲人，克服南北生活习俗和文化差异，在风雨征程

中，在陌生土地上，为新中国的建设默默奉献。他们，

就是南下干部。解放战争后期，根据战略部署，山东

老解放区抽调大批干部南下，接收、管理、建设新区政

权。在丽水这片土地上，也留下了山东南下干部的奋

斗足迹。

最近，不少南下干部子女都收到了一本红彤彤的

《山东老战士纪念广场刻名证书》，这本证书，重系两

地血浓于水的情谊。与此同时，山东南下干部子女、

市审计局退休干部王素萍联系上晚报，希望将这本有

意义的纪念证书送到更多南下干部本人或者后人手

中。

名册中613人南下入丽
实际数量可能更多

解放战争后期，为顺利接管和建设新解放区政

权，中央从北方调选了大批干部南下。70多年前，其

中的一群齐鲁儿女，带着北方人的仁厚豪爽和淳朴、

带着对党的无比忠诚和坚定信念，告别家乡告别亲

人，冒着弥漫的战火硝烟，筚路蓝缕从数千里外的渤

海之滨跨越江淮，横渡天险，跋山涉水历尽艰辛到达

浙江来到丽水。

这些干部南下后，既是工作队，又是战斗队。他

们就像来自北方的种子，把自己播种进丽水这片热

土，生根、开花。他们克服语言不通、水土不服、生活

不适以及文化程度不高等各种困难，与当地干部互相

学习互相帮助，积极宣传党的政策,团结各阶层人士，

建立巩固新生人民政权、清除反动残余和地方匪霸，

维护社会稳定、恢复社会秩序、发展经济，为丽水的建

设付出了毕生心血。

2010年 4月 21日上午，中国人民解放军山东老战

士纪念广场正式落成并揭牌。广场位于济南市长清

区孝里镇龙泉官庄南侧的山东人文纪念园内，由山东

省委老干部局管理，主要以纪念山东老战士以及南

下、北上的山东干部为目的。广场内设有南下干部的

纪念碑，分为浙江、福建、云南等不同省份。

在纪念碑上刻名的南下干部，都可以获得一本

《山东老战士纪念广场刻名证书》，证书上写明干部名

字所刻具体位置。2019 年冬天，王素萍到杭州探亲

时，偶然获知这个信息，立即着手在丽水联络南下干

部和他们的子女，帮助更多人拿到这本证书。

据王素萍介绍，浙江纪念碑上所刻的名字，主要

来自于 2013年中共浙江省委党史研究室编写的《山东

南下干部入浙》一书，目前刻名已有 8126人，其中入丽

老干部 613人。

“其实名册也不是完整的，比如有人调动过工作，

漏掉了等情况。由于年代久远，这个数据并不准确。”

王素萍坦言，600多人只是南下到地方上的干部，当年

还有一部分是跟随部队分配到公安、铁路、军区等部

门。

已有300多人领到证书
希望有更多人收到

从时间上推算，当年南下到丽水的山东干部，如

今年轻的也应有 90多岁。为了让他们或者他们的子

女收到这份来自家乡的情谊，王素萍建立了微信群，

并积极奔走，联络了武映光、田振华、李奋平、林杭军、

张亚平等多名志愿者，在云和、青田、遂昌等地协助办

理刻名证书的申领事宜。

作为山东南下干部的子女，王素萍知道，当年父

辈们背井离乡来到陌生土地，他们中许多人此去就是

一生，再也没有回过故里。但在他们心中，从未停止

对故乡的思念。“我的父母都是南下干部，他们永远改

不了的乡音和平常最爱吃的薄饼卷大葱，似乎都在诉

说对老家的那份深情和眷恋。”王素萍深深明白，这本

证书，对父辈有多重要。

在她和其他志愿者的共同努力下，目前已经有

300多名在丽南下干部或其子女领到了刻名证书。王

素萍的母亲——今年 93岁的南下干部崔斐，就是最早

领到证书的一批人之一。她 1949年随军南下，曾担任

丽水地区公路总段劳资科长等职。据王素萍回忆，拿

到证书时，她的母亲迟迟不肯打开，眼睛一直盯着挂

号信封上的“山东老战士纪念广场委员会”几个字，良

久，才含泪说了一句：“老家没有忘记我们。”

南下干部孙玉亭拿到证书后，每天都要拿出来看

看，还要把证书上的话读几遍。“感谢山东省政府，把

我的名字刻在了这个纪念碑上，证明了我是山东南下

的干部。”他说。

“一本红色证书，是一段特殊历史的见证；一本红

色证书，是南北两地特殊血脉乡情的延续；一本红色

证书，告慰天堂的父辈们，家乡的父老乡亲没有忘记

你们；一本红色证书，带你们回家。”今年 9月 3日，在

收到证书后，远在海外的南下干部子女吴伟平写下了

这样一段话。

这本证书，是山东、浙江两地，一份特殊血脉情谊

的延续。同时，也是革命精神的传承。

王素萍告诉记者，山东南下干部浙江纪念碑边

上，还建有相关事迹的展览陈列馆，一枚枚闪亮的军

功章，一张张斑驳的授奖证书，记载着无数革命前辈

洒下的热血，也见证了中国革命的伟大征程，更是革

命精神和红色文化延续和传承的载体。“希望通过纪

念碑刻名、收集挖掘和陈列馆展示，让父辈的英名、革

命历程和革命精神得到传承，让红色文化得到更好地

弘扬。”

王素萍表示，她和志愿团队还会继续对接，提供

信息咨询等相关服务。亲爱的读者，如果您身边有山

东南下干部或其后人，请告诉我们，让更多人收到这

份“温暖”。

你身边有人是山东南下干部或其后人吗？

有一本证书要寻找“山东南下干部”

▲崔斐的证书。

南下干部孙玉亭在看证书。▲

□ 记者 俞文斌 通讯员 朱雪晴

本报讯 昨天，丽水市本级“司机之

家”揭牌仪式在丽水经济技术开发区沙溪

公交枢纽举行，丽水市本级 9 个“司机之

家”同步投入使用，为公交司机提供了一

个宽敞舒适的用餐休闲场所。

丽水经开区沙溪公交枢纽站位于丽

水经开区遂松路和绿谷大道交叉路口附

近，共有班车 27 辆，驾驶员 50 多名，承担

着从丽水高铁站到丽水经开区等 4条长距

离公交线路的运输任务。该公交枢纽站

距离市中心约 15公里，是市本级距离市区

最远的公交枢纽站，公交车司机休息和就

餐都不方便。

“有了这个枢纽站，我们中午再也不

用吃冷饭了。”“司机之家”一投入使用，驾

驶员金余斌就趁着休息时间，在里面炒起

了蔬菜。“我们这里距离市中心远，买饭不

方便，平时大家都只能自己带饭吃，不仅

常常吃冷饭，夏天天气热还经常不新鲜。”

金余斌说。

走进沙溪公交枢纽站的“司机之家”，

记者看到厨房和用餐区相对独立。厨房

内一条十多米长的操作台可供多名司机

同时做饭，并配备了冰箱、电磁炉、热水

器、微波炉等常用厨房家电。用餐区则设

置了餐桌，可供司机用餐和休息。

“我们通过基础调研，了解到我们驾

驶员存在‘就餐难、休息难’问题后，及时

跟进，充分利用公交场站现有资源，为职

工打造了‘司机之家’”。丽水公交集团相

关负责人表示，新建和改造市本级天宁、

富岭、紫金等 9处公交枢纽站点的“司机之

家”昨天同步投入使用。

丽水市本级
9个“司机之家”
同步投入使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