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茹仲明：
驻守山村16年的“健康卫士”

本报记者 王 珏 孙吉晶
通讯员 卓建青

从 2010 年开始，锦溪村充分利
用山林优势，以香榧种植为突破口，
做深做强香榧产业，成为远近闻名
的“香榧村”，走出了一条山区经
济薄弱村自强脱贫的乡村振兴之
路。

锦溪村位于溪口镇镇区西南约
28 公里处，由 10 个自然村合并而
成，村域面积 15.56 平方公里，有
628 户农户。走进村庄，远山氤
氲，层峦叠嶂，近水潺潺，草木葳
蕤。但早前，大山阻隔了锦溪村与
外界交流，村民纷纷外出谋生，土

地撂荒，村集体经济收入不足 3万
元。

如何破解产业发展难题，改变
一 穷 二 白 的 “ 山 沟 沟 ” 面 貌 ？
2009 年，锦溪村党支部书记金忠
芳 带 领 村 干 部 到 处 寻 找 “ 致 富
经”，最后在绍兴诸暨停下了脚
步。大山里的别墅群让他眼前一
亮：同样是深山乡村，为什么人
家就能住别墅？考虑到锦溪村一
年之中雨雾天较多,海拔高度和气
候环境很适合香榧生长,且荒山荒
坡很多,村班子仔细商讨后，决定
引进香榧产业。

听说一口气投资几百万元建香
榧基地，村民起初吓了一跳。香榧

树生长缓慢，嫁接苗要十年左右才
挂果，漫长的投资期，让很多村民
打起退堂鼓。“香榧干果市场售价
每公斤卖200元,一直供不应求；香
榧树寿命有四五百年，市场价值
高，又是很好的绿化树,惠及子孙
后代。”定下建设 2000 亩香榧基地
的目标后，金忠芳每年用大巴车把
村民送到诸暨去参观，实地取经。
他还和两位朋友合伙，带头试种了
150 亩香榧苗。渐渐地，村民打消
了顾虑，有了信心。

2010年，村集体首先在伏虎山
嫁接种植了 100 亩香榧树，次年东
扩 300 亩。2012 年 ， 村 里 对 种 植
20 株以上农户实施补助，发动村

民 再 次 扩 种 300 余 亩 。 截 至 目
前 ， 全 村 已 种 植 香 榧 树 2100 多
亩，成为宁波最大的香榧连片种
植基地。

香榧树种下了，后期配套和管
理措施加紧跟上。锦溪村多方筹
资，新建了 17 公里机耕路，拓宽
并硬化了香榧产业园区长 5 公里、
宽5.5米的水泥路，建起两座蓄水7
万立方的山塘水库，铺设 1000 多
亩喷滴管，建造配套的生产管理用
房。村里还聘请诸暨香榧研究所和
宁波城市职业技术学院的专家前来
指导种植技术。

去年，锦溪村首批 100 多亩香
榧树第一次结果迎丰收，产出鲜果

5000 多公斤，村集体增收 10 多万
元。尝到甜头后，锦溪村发展香
榧产业的积极性日益高涨。村里
成立了宁波市锦森农业发展有限
公司，注册“锦峰”“锦启”销售
商标，走公司化、品牌化发展道
路，进一步提高香榧附加值。同
时，引入企业化管理和商业化营
销 模 式 ， 搭 建 “ 企 业 +基 地 +农
户”的香榧产业格局，降低管理
成本。此外，该村还充分利用林
下用地，种植黄精等药材，发展
林 下 经 济 ， 既 提 高 土 地 亩 产 效
益，又减少基地水土流失。

上周，在奉化参加浙江省香榧
产业协会理事扩大会议的百名香榧

专家和种植大户，专程到锦溪村香
榧苗圃和种植基地参观考察。省香
榧产业协会秘书长童品璋对该村开
发荒山发展香榧产业经验予以高度
评价。

俯瞰这层层叠叠的梯田，似律
动的音符，奏响锦溪致富曲。金忠
芳信心满满地算了一笔账，今年全
村香榧收入将有 20 多万元，两三
年后，有望突破百万元。

夏日的阳光照射在伏虎山，山顶一片片香榧梯
田连绵起伏，蜿蜒如春螺，披岚似云塔，行云流
水。看着香榧树上挂着一颗颗小如米粒、大如莲子
的香榧果，村民毛金君兴奋不已：“我家700多株香
榧树秋天就可采收了，这可是座‘绿色银行’哩。”
这也预示着奉化溪口镇锦溪村的香榧将陆续进入生
长成熟期。

上周，百名香榧专家云集锦溪村，商讨“种植经”。（卓建青 王珏 摄）

本报记者 陈章升
慈溪记者站 邵 滢
通讯员 董天天

一场大雨过后，慈溪市岗墩
村的山路变得非常湿滑。见暂时
没有村民来看病，闲不住的乡村
医生茹仲明背起药箱，去探望住
在附近的方东英老人。

方东英今年 79 岁，患有高血
压。十年来，茹仲明会定期去方
家，掌握其健康状况。“每次，仲
明除了给我检查身体外，还为我
换药。他是一名好医生，更像一
位贴心的家人！”方东英称赞道。

岗 墩 村 是 慈 溪 市 第 一 高 山
村，常住人口有300多人，其中老
年人半数以上。16 年前，25 岁的
茹仲明从河北一家民办医学专科
学 校 毕 业 后 ， 成 为 一 名 驻 村 医
生。曾经缺医少药多年的岗墩村
村民，从此有了一名专业的健康
顾问。

5000 多个日日夜夜，只要村
民有需要，不管山路多么崎岖，
不管是凌晨还是黑夜，茹仲明都
会上门为大家服务。晨雾中、烈
日下、风雪中，他背着药箱行进
在崎岖山路上的情景，成了村民
们眼中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茹仲明所在的村卫生室面积
不大，诊疗区、输液区、药房、

治疗室等一应俱全。在这个微型
医院，他既是坐堂医生，也是护
士。

从山下开车绕着盘山公路前
往岗墩村需要 15 分钟。自从成为
驻村医生，村卫生室便成了茹仲
明的家。“我老婆也是一名医生，
在山下乾炳村医疗服务站工作。
早上，她坐车去山下上班，傍晚
再 回 到 这 里 。 孩 子 在 学 校 里 寄
宿，放假时会回来。十多年来，
我们和村民们生活在一起，已经
变成一家人了！”茹仲明感慨道。

茹仲明的日历本上没有星期
天，每天也没有上下班之分，看
病出诊随叫随去。他经常背着沉
沉的药箱，翻山越岭走访村民，
为大家建起了健康档案。全村 97
名高血压病人，23 名糖尿病病人
……叫什么名字？住在哪里？茹
仲明了然于心。

去年4月，村里的胡纪岳老人
在山上锄草时，不小心被蝮蛇咬
了一口，急匆匆来到卫生室。茹
仲明见状，赶紧为他处理伤口，
消毒、包扎。“当时他的手已经肿
了，联系了附近的卫生院又没有
专门的抗蛇毒血清。”茹仲明回忆
说，“后来得知宁波中医院有这种
血清，我赶紧开车带他去医院。
幸好救治及时，老人转危为安。”

在岗墩村村民心中，茹仲明

是大家的“健康卫士”。以前，一
些村民生病时因交通不便，去医
院 看 病 费 用 又 高 ， 往 往 拖 着 不
看；现在，大家遇到身体不适或
医疗保健问题都会找他帮忙。“有
时趁我不留意，他们会把成篮的
鸡蛋、新鲜的蔬菜悄悄放到卫生
室门口。每次想起这些，我就对
自己说‘只要大家需要我，我会
一直留在这里’！”茹仲明说。

茹仲明的坚守，感动了许多
人。近年来，他所在的卫生室连
续被评为先进卫生室，本人还被

卫计委评为全国优秀乡村医生。
茹仲明表示：“当好驻村医生既是
工 作 需 要 ， 也 是 职 责 所 在 。 现
在 ， 我 的 孩 子 对 医 学 也 很 感 兴
趣，希望他长大后也能成为一名
光荣的乡村医生。”

本报记者 徐 欣
江北记者站 张落雁
通讯员 郭传太

上海久新搪瓷厂的多层提篮
饭盒、烫头发的老式火钳、一套108
件的木匠工具……江北居民陈大
树收藏了上千种宁波老物件。在
他的“旧物实验馆”内，摆满了
老宁波人大大小小的家居用品。
从小小的讨奶桶、老陶瓷挂钩，

到一套木质饭桌椅和水杯茶壶，
从民国的“烫婆子”到上世纪七
八十年代的文具盒，在这里可以
找到两三代宁波人的共同记忆。

“我收藏的旧物从晚清到现在
都有。”30多岁的陈大树是一位资
深的旧物收藏爱好者。从一次接
触旧物感受到旧时光的魅力，到
一有空就跑遍宁波“捡破烂”，他
沉迷在旧物收藏中。“这些越来越
少的旧物，越看越有味道，让我

想起很多过去的事情，仿佛可以
回到以前的慢时光，感受让人心
安的归属感。”

三 市 旧 货 市 场 、 金 钟 古 玩
城 、 范 宅 古 玩 市 场 、 老 街 市 场
……这些最具宁波老底子市集文
化的地方，都留下了陈大树“淘
宝”的足迹。以前三市旧货市场
每月逢三八开市，陈大树早上7点
前就来到市场，“火眼金睛”般地
扫 货 。 有 时 几 块 钱 就 能 “ 捡 个
宝”。陈大树还会去拆迁小区里

“淘”、去“破烂王”收来的垃圾
中翻捡。久而久之，不论市场的
收藏家，还是“破烂王”、拆迁
户，都知道了他，纷纷把手中的
老物件便宜转让甚至送给他。

“我有个收藏旧物的微信群，
群 的 格 言 就 是 ： 随 时 随 地 捡 垃
圾，不捡垃圾没力量。”陈大树收
藏旧物有四个原则：承载时代记
忆、美学价值、品相尽量好、性
价比尽量高。凭着这些原则，他
淘 到 的 旧 物 个 别 是 花 大 价 钱 买
的，大部分是很便宜买到的。曾
有朋友出价上千元买他收到的一
个儿童玩具，他舍不得卖，并不
是因为东西值钱他要藏宝，而是
在他眼里，这些有记忆情感的东

西不能仅用金钱衡量，他要通过
他的“旧物实验馆”，将这些旧物
呈现给更多人，放大它们的社会
价值。

随着时代发展，大众对镌刻
时光味道的旧物，有了新的审美
认知。“旧物也许会被科技发展越
来越快的时代淘汰，但其原有的
美学价值和文化价值反而被遗存
下来。”陈大树说，比如一张少了
一条腿的凳子，只要对其功能或
外观稍加改造，就可以成为很好
的家居摆放装饰品。

旧物美学文创产业在台湾和
南方一些城市快速发展，旧物改
造 是 其 中 很 小 的 部 分 ， 还 有 再
造、再现、重生、跨界体验等方
式，具有很大的产业发展想像空
间。“利用旧物可以做产品售卖、
租 赁 、 手 工 艺 美 学 院 、 主 题 影
棚、交换空间等复合性产业，现
在我的‘旧物实验馆’还只是个
雏形，未来将是个线上线下的城
市记忆馆和复古美学生活馆。”陈
大树对未来充满信心，“宁波深厚
的历史文化底蕴、大量的城市中
产阶级，以及成长起来的 80 后、
90 后，都为‘旧物实验馆’提供
了优质的产业发展基础。”

““旧物实验馆旧物实验馆””收藏让收藏让““破烂变金破烂变金””

本报记者 厉晓杭
通讯员 陈志明 李欢腾

“太好了，有了这个公益扶贫项
目，能够解决我们花农不少困难哩！”
今年 63 岁的岭下村村民林永定说。近
日，北仑柴桥街道成立“花亦有情”精
准扶贫慈善项目。这是为当地从事花木
生产但又面临各方面困难的花农量身定
制的创业扶贫项目。

柴桥是“花木之乡”。近年来，柴
桥涌现了一大批种植能手和销售大户，
但也有一部分花农因为多种原因导致生
产力偏弱、销售渠道偏窄、收入增长
慢，这成为花农发家致富的短板，帮扶
需求强烈。

据介绍，“花亦有情”项目通过整
合各方资源，建立慈善基金，实施五大帮
扶行动，为有需求的花农切实解决花木
生产中资金、技术、信息、销售等难题，同
时，安排志愿者进行“一对一”结对服务。
北仑区慈善总会会长蒋素春认为，“花亦
有情”精准扶贫慈善项目是党建引领、职
能部门“搭台”、红色基金“支撑”、致富能
手“唱戏”“四位一体”的慈善帮扶新路的
有益探索。

“这些年，花木产业开始转型升
级，市场对花木质量要求越来越高，势
必要加大在设施、技术方面的投入，部
分花农由于没有可担保物，贷款无门，
资金短缺成为他们面临的主要难题。”
柴桥信用社主任刘金磊说，信用社从实
际出发，推出无担保小额贷款政策，花
农凭身份证便可以向信用社申请 10 万
元至 30 万元的小额贷款，缓解花农资
金压力和困难。

“为了不遗漏一个人，工作人员对
社区的老、弱、病、残、贫困花农进行
地毯式摸底，对相关人员建立档案，并
对需求进行分类。”瑞岩社区党总支书
记张洁琼说，社区将统筹志愿者队伍，
发挥各自优势，抱团服务。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关键在于凝聚
合力，有效补齐发展短板。近年来，柴
桥街道先后成立了柴桥花木协会、紫石
花木经纪人协会、瑞岩花韵俱乐部等社
会组织，发挥“红色领头雁”作用，并
先后在各类花木组织中建起了党支部，
为花农提供销售、技术、信息、帮扶等
全方位服务。据悉，这些专业社会组织
每年服务约 1.5 万人次，服务覆盖柴桥
34 个村及北仑区东部花木种植区，服
务辐射约3万农户。

“我们在瑞岩片区建立扶贫助业基
地，充分发挥片区技术资金等资源优
势，今后将以点带面，扩大到整个辖区
范围。”柴桥街道办事处主任张志龙说。

花农在地里忙碌。（李欢腾 厉晓杭 摄）

图为陈大树收藏的宁波老物件。（徐欣 郭传太 摄）

图为茹仲明正在为村民号脉诊病。（陈章升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