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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世界》

1944 年的上海，在繁华的大世界门

口，剧场的魔术师朱三目睹了一名男子

倒在血泊中。几天后，在回宁波的列车

上，朱三竟把自己变成了他——陈昆。

身份转变之后，他作为地下工作者也开

启了新的任务和人生⋯⋯故事情节跌宕

起伏，悬念层出不穷。

这是作家海飞最新谍战力作。海

飞，小说家、编剧。曾在《收获》等刊物发

表小说500 多万字。获人民文学奖、中宣

部“五个一工程”奖等多个奖项。著有小

说集《麻雀》等，散文集《没有方向的河

流》等，长篇小说《惊蛰》等。

魔术师朱三代替特工陈昆活下去。

从上海到宁波，朱三失去了名字以及与

名字相关的一切，许多年里，他在刀尖之

上行走，完成既定的使命。当他终于回

归自己的名字，却又要面对更多失去

⋯⋯在作者的笔下，我们看到了朱三等

众多有信仰的热血青年，他们有血有肉、

有情有义的行为和精神内核构成了这部

谍战小说的灵魂，令人震撼。

本书聚焦“女性”主题，展示浙江大

学女性职业特质研究与发展中心历经六

年多来开展多期女大学生领导力培训班

的阶段性成果。本书选取数十位成功女

性代表，从不同视角、不同经历讲述“她

力量”的养成故事，分享聚焦女性主题的

心得，提升对女性的认知等。

本书文稿之来源——浙江大学女大

学生领导力提升培训班，邀请到的优秀

女性来自各个领域，她们讲述的人生故

事、漫谈体会，在社会整体加于女性的种

种重力之中，是一种宝贵的牵引。她们

以自身经历作为证明，以亲和的倾吐作

为召唤，引导女大学生们在进入社会之

前，提前在意识中扭转各种预设，不给自

我设限。

《向光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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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文道生平以文道生平 以心见真情以心见真情
——《一位东海渔民的人生之路》读后感

□林上军

芸芸众生，大部分属于普通人，但

有些看似平凡的普通人，却能以其挚

诚的真情、真意、真心获得大家的尊

重、尊敬。在我看来，东海渔民赵行法

先生就是这样一位长者，虽然他的地

位不高，最高职务也就基层村支书。

这是我接触赵行法先生乃至看完《一

位东海渔民的人生之路——赵行法回

忆录》（中国文化出版社出版）之后得

出的结论。

从渔民成长为优秀好干部
赵行法，1959 年 10 月出生于浙

江省舟山市岱山县高亭镇闸口一村，

由于早年丧父（捕鱼时落海），当时兄

妹皆小，七口之家，家境因此陷入极度

贫困，学业优秀的他不得不在 13 岁那

年辍学，仅读完初中第一学期，就跟随

母亲一起做苦力。3 年后，他上船做

渔民；8 年后，村里派他到闸口一村驻

上海渔场工作组负责，出色完成各项

任务。之后，先后担任村主办会计、村

委会副主任、村党支部书记兼村委会

主任、村股份经济合作社董事长等职

务。

做渔民，他有口皆碑，被评为优秀

青年、先进分子；当村支书，闸口一村

从全县发展村的行列（该村原来是全

县垫底的空壳村，后由在渔区改革开

放初期任村支书的赵汉清带领下，扭

转了贫困村局面，步入了发展村行列，

短短几年一跃成为首屈一指的富裕

村，集体资产猛增）。凭借大公无私、

廉洁自律，其本人先后被评为浙江省

千名好书记、舟山市村（社区）惠民好

书记、岱山县劳动模范。

同时，因为他善于学习，在实践中

成长，成为一名社会矛盾纠纷调解能

手，先后被授予市、省级金牌人民调解

员，浙江省优秀人民调解员，全国模范

人民调解员。他调解的案子，无后遗

症，当事人心服口服；在浙江省重大项

目——舟山绿色石化基地所在鱼山岛

原住户拆迁过程中，几个月调解不了

的拆迁“房屋买卖无协议”纠纷，他一

周之内就把 7 户“钉子户”赔偿纠纷全

部调解完毕。

兼具收藏家等多重身份
他还是有名的收藏家，1998 年 7

月建起了舟山市首座私人博物馆——

“岱山海曙综艺珍藏馆”。位于岱山东

沙古镇的“中国海洋渔业博物馆”，是

他于 2004 年 5 月建的第二座博物馆，

更是我国首座且至今还是唯一的海洋

渔业综合性博物馆。整整半个世纪，

在家境并不宽裕的情况下，他负债搞

收藏，至今还背着大额债务。

为征集“名人题词手迹”，他通过

各种途径，向国家功臣人物写信，获得

他们亲笔题词等。有的还因此成为至

交，如我国著名材料科学家、教育家，

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浙江省

第五至第七届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浙

江大学原副校长王启东教授，自 2005

年起，每年在春节前把他一年的工作、

生活小结，寄给赵行法，因为赵行法是

他“人生中数位值得交流、交往的师友

之一”。

1998 年 4 月的一天，赵行法曾赴

沪，在中科院院士、民盟中央名誉主席

谈家桢教授等科学家的支持下，两日

之内拜访十位院士，请他们泼墨挥毫，

留下珍贵墨宝。

上述事例详细经过，均体现在 34

万余字的《一位东海渔民的人生之路》

中。这里有那个年代原汁原味的渔民

生活生产场景、故事；这里有渔村基层

干部的酸甜苦辣；这里有人民调解员

巧妙应对、快速处置矛盾的典型案

例。阅读此书，可以看到曾经的半文

盲，如何成为写作高手；曾经的苦出

身，当村干部后，如何体恤民情处处为

民着想；曾经的普通渔民，如何一步步

蜕变为海洋文化名人。

记录历程 见证变迁
此书有四个序，作者分别为：诗

人、法学家、浙江省法学会副会长、浙

江省司法厅原副厅长牛太升先生；江

西省集邮协会副会长熊世俊先生；中

国管理科学研究院学术委员会特约研

究员，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律师童宏

玺先生；原岱山县水产局办公室主任

沈信昌先生。他们给予《一位东海渔

民的人生之路》高度评价，认为这是研

究乡村振兴和共同富裕的生动素材，

评价他是一个精神富有、永远奋进的

人，一个村民之上的优秀干部。童宏

玺写道，他当时在处理民事纠纷过程

中与赵行法认识，当年他深为赵行法

事迹所感动，曾想写一篇报告文学，投

稿《农民日报》，甚至连题目也想好了，

但终因法律事务缠身而未能成文，甚

为遗憾。

笔者与赵行法交集起于 20 世纪

90 年代末期，那时笔者第一本书出

版，赵行法获悉后，来信希望送他一本

收藏，并寄来邮费，因为觉得自己的书

水平很一般，拿不出手，一直没寄。直

至过了十余年，我才去拜访他，采访闸

口一村，了解到该村村级集体资产经

营有方，本想报道，可惜报题没通过。

又过了几年，我终于从他 50 年搞收藏

角度，写了一篇通讯，在多家报刊登

出，才初步了结一桩心事。

如今，赵行法先生把自己大半生

的经历书写成文，其文笔水平、表达技

巧令我这个搞了 30 多年文字工作的

媒体人肃然起敬，文字背后所透射出

来的精神、境界，更是令人钦佩。恰如

该书文字审核、舟山市作协副主席许

成国先生所言，《一位东海渔民的人生

之路》是一本励志奋进之书、是一本社

会记录之书、是一本高举改革大旗之

书、是一本正气满满之书，这本回忆录

有长度、有深度、有向度、有维度，既有

对以往经历的详细生动叙录、今日生

活的希望期盼，又有对后来者的嘱托

与告诫，构成了一本优秀回忆录需拥

有的特质——时间上的延续性、空间

上的纵深感、文化上的独特性。

一生拼搏未停步，成败得失笑谈

中。一个有“传奇式”曲折经历的平

民，能将努力奋斗、不懈拼搏的凡人小

事，全过程记录下来，更有可能成为激

励下一代或普通百姓的精神食粮。
读书札记

为“空中交警”上岗叫好
□黄田

据报道，近日在我市东城街道邵

宅村路段发生一起轻微车损警情，不

到 2 分钟，警用无人机便迅速飞抵现

场。在传统的交通处理模式下，交警

赶赴事故现场往往需要时间，尤其是

在交通繁忙时段或复杂地形区域，可

能会因拥堵等因素延迟到达。而“空

中交警”凭借其灵活快速的优势，能在

第一时间抵达，为事故快速处理争取

了宝贵时间，展现出惊人的高效。

我市“空中交警”上岗，无疑是交

通管理方式的一次大胆创新，值得我

们为之叫好。

据悉，“空中交警”指导当事人使

用“浙里快处”微信小程序，仅需上传3

张不同角度的事故现场照片，相关信

息提交后，10 分钟内就能完成快处快

撤。这种高效处理方式，极大节省了

当事人的时间与精力。以往，轻微车

损事故双方可能要在现场等待交警勘

查、处理，耗费大量时间，影响正常出

行。如今，“空中交警”的介入，让事故

处理如同按下“快进键”，当事人吴先

生点赞“安心又省心”，正是对这种高

效处理方式的认可。

从宏观角度看，我市搭建的无人

机快速反应机制，对于城市交通管理

意义重大。通过数智丽州“警政一体”

航空综合应用管理平台，能快速启动

离事故地最近的“空中交警”，有效预

防了重复报警。而“空中交警”的及时

介入，也防止了道路交通拥堵和二次

事故出现。

永康交警联合巡特警大队开展的

“空地协同”作战，更是将无人机的作

用发挥到极致。围绕市域重点路段、

时段开展的固定线路“无人机定点巡

航”，如同在空中安插了无数双“眼

睛”，实时传导路面交通实况至相关平

台。一旦发现交通违法行为及交通拥

堵等情况，便立即进行“高空劝导、纠

违”。

永康“空中交警”的成功实践，为

其他地区的交通管理提供了宝贵经

验。在科技飞速发展的今天，充分利

用新技术、新手段，能有效提升公共

服务的质量与效率。我们期待更多

地区能够借鉴永康的经验，将科技与

交通管理深度融合，不断探索创新，

让出行更加安全、便捷，为民众创造

更加美好的生活环境。同时，这也让

我们思考，在其他公共服务领域，是

否也能像交通管理这样，借助科技的

翅膀，实现跨越式发展，更好地满足

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需求。“空中交

警”让我们看到了科技赋能公共服务

的无限可能。
丽州漫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