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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人纪事

记者 沈珞
近日，现居宁波的奉化原县委

常委、宣传部长董永芳应邀准时来

到奉化日报社，74岁的他从海曙区

自己驾车前来，赶到报社时虽风尘

仆仆，却精神抖擞。就坐后，他热

情洋溢地向记者“倾诉”了他理解的

家国情怀。在一个月前，他的这番发

言在经促会的一次座谈会上引起与

会者共鸣。

“家乡在奉化人的心中就是‘母

亲’，我理解为两层涵义……”董永芳

说：第一层对应的是留在奉化建设奉化

的奉化人，比如我的师长亲朋同学等，他

们很多是我眼中的精英，是奉化建设

的中流砥柱，是最直接为家乡做出贡

献的群体，宛如每天侍奉在母亲身边

的兄弟姐妹，嘘寒问暖，尽心尽力。如

何推动家乡取得更大的成就，让家乡

人民过上更好的生活，像一道恒久的

考题盘桓在他们脑海，烙在他们的心

里。关于家乡的各种信息，尤其是日

新月异的变化和激动人心的瞬间，也

是他们第一时间向在外的游子传递出

来。我想对他们说一声：辛苦了！

第二层对应的是在外的奉化游

子。他们中，近的在宁波，远的在全

国各地或国外。“很多游子在外思念

最烈、谈论最多的是生身母亲、祖国

母亲和家乡母亲，但远在他乡想‘尽

孝’而不能，心心念念，只要有机会、

有可能，都想尽孝尽力。”

常年在外的生活对董永芳来说

并不陌生。他1964年考入军校，1982
年转业回家，18年军旅生活。1984年
又被调往外地。50多年辗转江西、东

北、北京、海南、广东、杭州和宁波等

地，游子的心情他最能体会，但他一

般都挤出时间一年一次回奉化，最多

间隔两年探一次家，近些年多次回

奉。他说，每次回奉化，一看到江口

塔山，看到中山公园、南山塔，都心绪

万千，心旷神怡，犹如回到了母亲怀

抱，激动不已。“回走我生长的外横山

村，沿盘山公路上山时，总是要打开

车窗，吸闻家乡的香甜空气。到了家

里的老屋，站在屋前道地上和年迈的

少时邻家伙伴聊天，思维就特别活

跃，回味儿时心酸，感念现时好日

子。展望家乡未来，需要在家乡的精

英携手在外游子，齐心把‘母亲’伺候

好，把奉化建设得更美好。”

家乡“母亲”永驻心中
——访宁波市奉化经促会名誉会长董永芳

沈永明
税务场村坐落在西坞街道寨岭

脚下，十里花木长廊的黄金地段。

史上，它南通台温，北达宁绍，为邑

东交道要隘，也是商贾来往必经之

地。宋时，该村设有税务司，收取陆

路税金。如今的税务场经过漫长的

历史演变，虽已失去曾经的繁华和

喧嚣，但依然没有褪却它钟灵毓秀、

人杰地灵的本色。

漫步税务场村，呈现在你眼前

的是两个迥然不同的村貌格局：那

些用鹅卵石铺就的狭窄巷子，纵横

交错，蜿蜒伸展；用岩石砌成、黛瓦

覆盖的旧民居，高低不一，错落有

致；青褐色的外墙，有的布满青苔，

有的藤蔓缠绕，处处蕴含着自然村

落浓郁的古韵，犹如一位饱经风霜

的老人敞开着胸膛，在向你展示古

老的黄历。而地处西北角的大山脚

下与村南千丈岩下，却是连片的造

型别致、整齐划一的新建别墅，仿佛

是一位英姿勃发的青年小伙子在向

世人展现着他的青春活力。古朴而

又富有时代气息的美丽乡村，无不

让人由衷地感叹：农村，让城市更向

往！

历史承载着税务场村的发展脉

络。王氏，乃宋王佑之后，高宗南

渡，第三十六代裔孙光禄大夫全智

子范，随驾来浙江任明州刺史旋迁

奉化县令，卜居万竹。后其孙王天

琦又迁入古时的金溪乡寨岭脚下，

在那里芟芜剪秽，繁衍生息。传至

第四十二代后裔王良燧却在金溪税

务司任职，后以该机构命村名，并一

直被沿用至今。自王天琦开疆拓土

起的 600年岁月中，只有王姓家族

在村中开枝散叶。到了十八世纪

90年代才陆续有石、周、郑、胡、陈

等异姓村民相继落户。

税务场村规模不大，但名人辈

出,颇有建树。史上，在村南兔山上

就建有一座“照德庙”，庙神为王旦，

字子明，是王氏祖先，生于 957年，

兴国五年进士，官至兵部尚书。清

末，该村第十八代世孙王世绾因交

不起公粮，背井离乡，在宁波码头做

苦力，艰难度日。后在工友介绍下，

王世绾加入基督教会。期间，他娶

樟桥蔡氏为妻，生育两子，长子际

唐，次子际汉。际汉生育六子三

女。其中际汉两子均在民国时期上

海、苏州大型化工企业担任总工程

师。长子际唐是宁波圣公会牧师，

娶慈城施氏为妻。施夫人一生生育

五子四女。被称作中国“奥运之父”

的王正廷就是施夫人第三子。四子

王正辅，晚清中举，官至翰林院编

修，并擅长矿冶专业，曾任奉天矿铁

公司经理、西康采金局局长、工商部

矿业司司长、东北矿务局总办等

职。五子王正序从事金融业，曾创

办中国银行纽约分行、交通银行老

挝分行和印度克乐克塔分行等。

王正廷 1882年生于宁波，长于

宁波。七岁时，王正廷被送到宁波

三一书院读书，11岁求读于上海中

英中学。1896年，14岁的王正廷考

入中国第一所现代学校——天津北

洋学堂。学堂里设有现代体育课

程，他感到新奇，饶有兴趣地参加了

校运动会的投掷和跳高比赛，并成

了学校的体育骨干。这为后期成为

我国奥林匹克第一人奠定了基础。

王正廷一生勤奋好学，能文能武，成

为国家的栋梁之材。民国时期曾出

任代理内阁总理、外交部长，驻美大

使等职。

1916年王正廷第一次返乡时，

遵循母亲意愿，在税务场村建造了

一座占地 2372平方米的住宅，取名

为“爱光庐”，其匾额由民国元老蔡元

培所题。同时，王正廷还在村中创办

一所“务本小学”，并在小学课程中别

出心裁地开设了体育课，这在当时学

校是超前卫的创举。这一举措，曾被

当时的宁波大公报广为报道，称务本

小学为“模范小学”。其母施夫人还

把她做寿所得礼款在上海建立王氏助

学基金会，村童如交不起学费，均可申

请求助。施夫人的义举践行着王氏先

祖“耕读以务本业、震济以活贫穷”的

古训。

税务场村西的“大山”曾属邻村

所有。因大山就在该村西，村民们经

常要到大山上去砍柴，一旦被邻村村

民发现，必屡遭他们的捆绑、殴打、

罚款。这事成了当时税务场村人心中

的一块心病。1933年王正廷再次返

乡时了解到此事，他二话没说，就悄

悄地自己掏钱，买下了约有六七十亩

面积的整爿大山所有权，无偿给族人

受用。

好人永远让世人铭记和尊重。税

务场村村民为敬奉先辈,回报他们的

付出。早在 2008年旧村改造时，将村

北开辟的一条东西向村道取名为“正

廷路”，以示永世纪念这位族人。

税务场村因历史上设有税务司而

出名，又因“中国奥运之父”王正廷故

乡而扬名，还因是西坞街道十里花木

长廊专业村而声名远播。

说起该村花木产业化发展，在这

里不得不提及该村如今已有 89岁高

龄的王汝英老人。那是上世纪 60年
代中叶，时任村副业队队长的他有意

要给副业队开辟一条挣钱的渠道，为

此他想试种柑橘销售，但苦于无母本

培育。一次在和住村的江苏籍捕蛇客

闲聊时，王老道出了心中的想法，捕蛇

客即指点他去参观苏州红旗苗圃，那

里花木品种繁多，也许能购买到王老

所需母本。当年秋季，王老果真去了

苏州红旗苗圃，在那里买来了柑橘籽

在村里进行育苗。不料，此事被公社

领导发现，他们认为王老这是在搞资

本主义，因此被软禁六七天，育苗之事

自然无下文。时间一晃到了 1970年，

勇于创业的王老又悄悄地在自家自留

地里育种茶花销售，结果于次年“一打

三反”运动中又被打成投机倒把分子

而被拘留9天、罚款400元。

上世纪 80年代改革开放强劲东

风吹来，王老大显身手，率先土法上

马，没有苗木便向大山要，只身上山寻

找野生茶花作为母本来进行人工培

育，成活后到宁波、苏州、青岛等地销

售。挣入第一桶金后的王老并不满足

现状，又大量培植各色苗木，然后，用

摩托车驮着到奉化、宁波四处推销。

随之王老也名声大振。浙江电视台、

中央经济 2台相继报道了王老的创业

精神。之后，慕名前来取经的、购买苗

木的、推销种苗的客户络绎不绝。在

一次偶然的机会，王老在宁波朋友家

参观日本五针松时，不经意间发现在

五针松盆景土壤中寄生着日本茶梅，

王老不惜重金，花 500元钱向主人买

回来约 20公分长的一段茶梅枝条，然

后他用本土油茶嫁接。3年后，名叫

“丹玉”的日本茶梅在王老自留地上姹

紫嫣红地怒放，日本茶梅的嫁接成功，

使王老成了白杜、莼湖一带种植日本

茶梅的第一人。在他的影响下，税务

场乃至方圆几十里村落的村民也相继

栽种起花木。

如今的税务场村，家家栽种花木，

户户经销花木。鼓起了钱袋子的一部

分村民，早已到奉化、宁波购房，融入

了繁华的都市生活；故土难离的村民

在村上也同样住入高档别墅，并在别

墅的前后天井栽种着各色花木，四季

如春，花香芬芳。

十里锦绣税务场

林崇成
每天清晨起来，穿好运动

服，洗漱完毕，喝上一杯温开

水，便出发去中山公园晨炼。

这是我一天生活中的第一件

事，自 1982年调到县城工作至

今已经坚持了整整 36年。中

山公园的所在地锦屏山是我最

熟悉的一座山，一年 365天，至

少300天登锦山，一般盛夏5点
离开家，寒冬 7点离开家，岁月

流逝，36年以来已穿破了 3条
“灯笼裤”，现穿的 1条也有破

损的迹象。山径两旁的继槭已

从当初只有拇指大长成了胳膊

粗了，各处景点早已烂熟于

心。我的锻炼地点在山顶，以

前家住东门口，从中山公园的

南门登山，现在住在大成路从

中山公园的北门登山。几十年

下来，到山顶锻炼的人换了无

数群，能坚持 30年以上的人少

之又少，有的年纪大了，有的迁

居了，陆续退出了。

“大雨天不上山，大雪天必

上山”是我的锻炼习惯，我是步

行去的，从来不骑车子，从家到

公园来回 1个小时，加上一番

运动，共计 2个小时，回家后才

吃早饭，总是满满的一大碗。

80年代的冬天比现在冷得多，

少不了几场大雪，大雪天上山

最有情趣，满山银装素裹，我穿

着大红厚绒运动服，踏出的第

一行脚印直到山顶，环顾山下，

虽非周天寒彻，倒也一片混沌，

惟余漭漭，心情特爽。夏秋季

是另一番景色，万木葱茏，虫鸣

鸟啼，游客陡增，有几次突降暴

雨，浑身淋湿，连跑带逃，颇为

狼狈。大雨后必有好天气，能

见度大幅提高，从前的“双夏”期

间，从山顶能清晰地看到江口、西

坞等地连片的金黄色稻谷一个月

内变成碧绿的秧苗，如今能望得

见宁波市区的高楼。

锦屏山上还有不少草药，大

青叶可治感冒，绞股蓝、紫花地

丁、五爪金龙能消炎止痛治外伤，

野薄荷可治带状疱疹，金樱子能

治尿频症和咳嗽，黑米饭树叶可

当食材，等等。中山公园北坡双

翼亭铁链栏杆旁有一长溜不知名

的野花，盛夏开放，淡绿色植株上

开满了向下垂放的白花，夺人眼

球。

我不擅长跑步，倒喜欢大步

流星地快走，55岁那年作为最年

长者参加单位组织的比赛，从公

园南大门到山顶快走 4 分钟到

达，名列第 4，比跑步的一般年轻

人快得多。长期快步登山也增强

了心肺功能，登顶时气喘急心跳

快，一二分钟便恢复正常。我的

锻炼项目随年龄而改变，从打长

拳，到做五禽戏健身操，到双指俯

卧撑，到如今的只做 10次仰卧起

坐，余下时间与山顶的大伙聊天，

谈家长里短的小事，当然最多的

是谈国家大事，评特朗普“美国独

大”是如何的不得民心，赞习总书

记的“世界命运共同体”是如何的

博得全世界拥戴，还有一个重要

话题就是当下的世界杯！

“生命在于运动”，一点不错，

坚持长期锻炼对身体大有裨益。

我每次体检“大生化”极少有箭

头，更无“三高”之虑。常说“健康

是人生最大的财富”，而获得健康

需要下功夫的，我将继续运动、锻

炼下去，让人生充满活力，多享受

当下的美好生活。

三十六年登锦山

李梅香
——我的婆婆

汪知羞

李梅香，是我的婆婆
她是美丽的
就像她的名字
但更美丽的是她的心

我是一个弃儿
一个被生母丢在垃圾堆的弃儿
是她把我捡回了家
又是她的大爱把我养大

她的家是贫困的
常有填不饱肚子的时候
她起早睡晚编织草帽
又带着她的儿子一起拾柴禾

她却咬咬牙
供我读完了初中
买不起书包，她就一针一线地缝
她说：天总会亮的

我与她的儿子都长大了
当我们喜结连理的时候
她忙得几宿没合眼
流下的汗水都是甜的

生活刚翻开新的一页
她就倒下了
因为重重地跌了一跤
骨折而多年卧床

我把悲伤含在嘴里
帮她大小便、为她擦身
累了，就枕着她的鼾声睡去
梦里都盼着她康复

靠着她的肩膀
我把自己也融入了她的身体
她老拉着我的手
轻轻说：对不起啊，苦了你

李梅香，是我的婆婆
又是我亲爱的养母
现在，她就坐在轮椅上
我推着她总有扑鼻的梅花的香

■奉邑风情

■生活七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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