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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新闻·民生

1 月 25 日，整个余杭地区处处白雪皑皑，银装

素裹，人们迎来了第一场雪，余杭西部山区更是变

成了雪的世界。这天浙江国网余杭区供电有限公

司径山供电服务站党员服务队的队员们来到风啸

岭山区开展特巡，清理线路树障等安全隐患，保障

居民正常用电。

12：10，大雪纷纷，余杭区供电公司径山供电服务

站党员服务队张佳带着三位同事坐上电力工程车前往

任务点。张佳说，今天的任务是对海拔 500 多米的风

啸岭山区双溪村团结公变线路进行巡视。

从径山供电服务站出发，近 30 分钟的车程，到达

风啸岭山区。从车窗远远望去，云雾笼罩了山头，一片

白茫茫。电力工程车开到半山腰已是极限，接下来只

能靠徒步上山。越往山上走积雪越厚，每走一步都会

“嘎吱”作响。

“ 一 定 要 赶 在 积 雪 压 倒 毛 竹 之 前 ，清 除 障 碍

⋯⋯”张佳嘱咐着队员，队员们一边前行，一边巡视

周围的线路和毛竹，发现险情就及时清除。手持砍

刀、绝缘棒，一路上，身材高大的谢组华和肖全中就

沿着山路，踏着十来公分厚的积雪，对被雪压弯靠

近线路的竹子和树枝进行了清理，还对个别电杆影

响线路畅通的树木登杆清理，并敲掉线路积雪。雪

片一不小心滑入颈内冷得打颤，但他们仍然咬牙穿

梭于丛林中，砍掉树林毛竹 100 多棵，硬是清理出

一道 10 多公里安全线路，确保了双溪团结公变线路

沿线群众生产生活用电，也为抗击风雪冰冻提供了

一定的保障。

15：30，巡视任务顺利完成，乘坐工程车回去的

路上，大家又热烈地讨论起了第二天的巡线任务⋯⋯

张德峰 温学明 钱冰冰

余杭区供电：党员服务队除雪排障保电网安全

杭州下了一夜的雪，早起出门，万物均已银装素裹。“巧得很，我父亲创作的三毛也是在这样一个风雪天诞

生的。”在浙江省档案馆新馆里，一位年过花甲的老者对到场嘉宾这样说道，他就是著名漫画家张乐平先生的儿

子张慰军。

1月26日在浙江省档案馆新馆二楼临展厅里，“穿梭在马路弄堂——《三毛流浪记》画稿文献展”正式拉开

帷幕。此次展览的时间为 1 月 26 日~2 月 12 日，涉及许多珍贵的藏品，包括 100 幅张乐平《三毛流浪记》的高

仿作品，档案文献50余件，张乐平先生使用过的物品，与三毛形象有关的10件实物，以及出版社发行的各时期

不同版本的张乐平漫画文集等等。作为第一批参观者，我们有幸享受到了一个特别福利——专程从上海赶来

的张慰军老先生亲自为大家担任了一次讲解员，那些关于《三毛流浪记》的鲜为人知的背后故事一一浮现。

来，和“三毛”一起在马路弄堂穿梭吧
省档案馆新馆举办《三毛流浪记》画稿文献展，告诉你鲜为人知的故事

本报讯 昨天，杭州外国语学校公布 2018 年初中招生简

章，招生名额从往年的 4 个班，160 人，增加到 6 个班，240 个

人。在招生方式上，杭外初中今年将采取小学择优推荐、杭外

组织语言学习能力测评择优录取的办法进行。与往年不同的

是，今年推荐名额的分配原则，是以各小学按毕业生基数，每

45 人推荐一名，余数超过 23 人（含）则增加一个名额，相当于

比原来增加一倍。

根据招生简章，招生将采取小学择优推荐，杭外组织语言

学习能力测评，择优录取。招生范围包括杭州市上城区、下城

区、江干区、拱墅区、西湖区、滨江区、经济技术开发区、风景名

胜区、大江东产业集聚区（简称主城区）。具体择优推荐办法

由各小学自行制订，报当地教育行政部门批准并公示，确保

“公平、公正、公开”。

4月14日，学校将进行学习能力测评，并根据测评结果由高

分到低分等额择优录取。若第240名出现同分，则随机抽签确定

录取名单。录取工作将于4月15日完成（在杭州民办初中报名

前），2018级初一新生名单将在杭州外国语学校校园网公布。

今年这届新生今后的高中升学安排和往年基本相仿：在

初中第五学期末，参加由杭外组织的初三学生直升生考试。

根据成绩从低分到高分分流出不超过30名学生，其余学生均

升入杭外高中就学。分流出的学生将单独组班进行中考复

习，参加杭州市区中考中招。 本报记者 沈蒙和

杭外招生有变
小学择优推荐名额增加一倍

本报讯 27 岁的小吴是名在杭州工作两年的程序员，昨

天下午两点多的寒风中，刚谈完一个项目的他，裹了裹衣服，

闪进武林广场地铁站，准备返回公司。过了安检口，小吴放缓

了脚步，他注意到自助售票机旁，搭起了一个舞台，满眼的红

色是中国人最爱表达喜庆用的色调，舞台前方已经排起了队

伍。好奇心驱使下，小吴也凑上前去。

“送对联和福字啊。”小吴轻声嘟囔着，随后排到了队伍的

后方。记者得知小吴是江苏人，因为工作繁忙，平时很少能回

家。“一年就小长假和春节能回去，看到这些对联和福字，突然

有些想家了。”

在现场为乘客市民写字送福的浙江省硬笔书法家协会主

席吴一桥说道，“杭州越来越开放和包容，许许多多的外来人

员在杭州学习、就业、生活，春节将至，思乡之情正浓，我们希

望用这种方式，给大家送上一份祝福。”

从昨天下午两点半开始，多名书法家在武林广场地铁站

连续两小时为乘客、市民写福字、作对联，这已是省硬笔书法

家协会和杭州杭港地铁有限公司第四年连续举办新春送福活

动。 本报记者 华炜

归家的脚步慢一些
记得带上书法家们的祝福

本报记者 王丽 通讯员 陈慧瑛 实习生 陶天甜 文/摄

“你敢画，我们就敢登！”
在展出的100幅张乐平《三毛流浪记》高

仿作品中，第一幅是名为《孤苦伶仃》的作

品。张慰军说，《三毛流浪记》1947年6月15

日首次登上《大公报》的就是这幅四格漫画。

在这之后，《三毛流浪记》一共在《大公报》上

发表了 248 期。《三毛流浪记》和《大公报》是

如何结缘的，张慰军说，这里还有个故事。

1947 年初的某夜，一股寒流袭击上海。

张乐平在回住地的路上，见到了三个流浪儿，

他们围着一个小铁罐生火取暖。然而第二

天，其中的两个孩子已经因冻饿而身亡。

张慰军说，父亲经常穿上破旧的衣服与

流浪儿一起坐在街边，在流浪儿最多的地方

和他们交朋友⋯⋯在这个过程中，他创作了

《三毛流浪记》。

“只是起初，父亲还没有找到发表作品的

渠道。”张慰军说。一次偶然的机会，《大公

报》的总编委托儿童文学家陈伯吹向父亲约

稿。“父亲说：‘我手中有一套作品，你们敢不

敢登？’陈伯吹立马接道：‘你敢画，我们就敢

登！’”于是就有了 1947 年 6 月 15 日第一张

刊载《三毛流浪记》长篇连环漫画的报纸。

《三毛流浪记》全篇没有一句旁白，就是

通过生动形象的漫画讲述故事。随着《三毛流

浪记》的连载，一时间，在社会上产生了巨大的

反响，被誉为“没有文字的文学巨作”。甚至很

多人买《大公报》就是冲着那一版三毛的漫画。

小读者心疼小三毛
展厅的玻璃展柜里陈列着不同时期出版

的《三毛流浪记》，从建国初期泛黄的连环画，

到最近几年新版的彩图漫画。

《三毛流浪记》从发表的第一天开始直到现

在，仍得到广大读者的喜爱。三毛在故事中善

良勇敢、坚韧不拔的性格至今为人们所欣赏。

而在众多的粉丝里，不乏许多著名人

物。比如台湾女作家三毛，就是其中一位。

而“三毛”这个笔名，就来自于张乐平创作的

漫画“三毛”。1989 年和 1990 年，作家三毛

与张乐平见了两次面，并拜张乐平为义父。

那些年里，与张乐平通信的海内外“三毛”

迷源源不断，有意思的是，他们甚至会为“三毛”

寄来自己制作的小衣服和小鞋子，并慰问“三毛

之父”张乐平先生。在这次的展览中，就展出了

“三毛”迷亲手制作的小鞋子、小衣服。

而最最有趣的，当数一封读者来信。这

是位当年才 8 岁的小读者吴阿妹，在信上她

用铅笔一笔一划认真写道：“乐平先生：三毛

今天又流浪了，你为什么不待他好一点呢？

以后如果你再虐待他，我要请他到我们家来

住了⋯⋯”让人忍俊不禁。

此次展出的展品里，有一张黑白照片非

常特别，这是 1949 年，《三毛流浪记》被拍成

电影后，三毛扮演者王龙基与所有出演的女

演员的合影。

如果你仔细看就会发现，照片里的女演

员们许多竟是当年最火的明星：黄宗英、吴

茵、上官云珠等等。“这张照片还有一个男演

员版本，好多也是当年文艺界的大腕，比如赵

丹、孙道临。”张慰军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