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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皎口水库的不解之缘

陆书记介绍，三面被山环绕
的 童 皎 村 有 484 户 村 民 ， 人 口
1066 人，下设童家、孔家、王
岙、小皎 4 个自然村，村内有板
仓岭古道、双韭亭、为民桥等特
色景点。“全村坐落于皎口水库库
区内，与皎口水库有着不解之
缘。”

1970 年皎口水库建设启动，
位于山上水库大坝位置的童皎村
响应国家号召，于 1972年整体移

民至山下。“当时村民肩背手扛，
带着家里的木门板、旧家什等，
举家搬迁，在山下重建家园。”陆
书记说。

如今，童皎村有 724.5 亩耕
地、万亩山林，农民收入来源于
种植贝母、毛竹。“毛竹经济收入
曾是童皎村民的主要经济来源，
其中毛笋加工产业为村传统产
业，村内曾有超过 20家毛笋加工
企业，年生产能力达到 600 吨。”
陆书记说，随着宁波市对水源地
保护力度的加大，2006 年和 2007
年，童皎村 90%以上的水煮笋加
工企业被关闭。

陆书记表示，为保证皎口水

库作为宁波区域内大型水库发挥
防洪、灌溉、供水、发电等作
用，作为水源保护地的童皎村肩
负着保护自然资源、维护水资源
安全的责任。“在严格执行各级水
资源保护的法令法规的前提下，
我们正积极尝试转型，寻找发展

‘林下特色经济’和乡村生态旅游
产业等新的经济增长点，实现村
强民富。”

坐拥宁波首个水环境生
态湿地公园

除了皎口水库，童皎村境内
的皎口水库复合生态湿地公园，
也让村民颇为自豪。

笔者走进湿地公园，顿感心
旷神怡。章水镇相关负责人介
绍，这个占地 4.33 公顷的湿地公
园是宁波首个在水库源头建成的
大型复合生态湿地，也是全国为
数不多的创新型人工湿地类型。

“该工程于2010年5月开工，总投
资约 2100万元，如今在保护宁波
市民的大水缸中发挥着重要作
用。”

“这是一块会‘呼吸’的湿
地，种植了水杉、鸢尾、再力
花、梭鱼草、美人蕉、水芹等
20 余种水生植物，发挥着过滤网
作用，对水质进行 14道净化，经
过净化的水达到二级标准。”负责
湿地管理的工作人员告诉笔者，

湿 地 最 大 日 处 理 原 水 可 达 6 万
吨，净化过的水停留 20小时左右
后，源源不断地流进皎口水库，
然后通过供水系统进入宁波千家
万户。

工作人员透露，这片湿地还
藏着鲜为人知的核心技术。“这里
使用的基质为浙江大学专供配
方，特异多年生水生植物绿苇更
是专利改良品种，根系发达、生
长期长、生物量丰富，去除磷氮
率是普通芦苇的2倍至3倍。”

2017 年，湿地二期工程顺利
完成后，原本被村民荒弃的近
200 亩 丘 陵 也 种 植 了 草 坪 和 灌
木，重新披上绿衣，并引来白鹭
等禽类纷飞，生态效益逐步显
现。“这片复合生态湿地也给章水
镇增添了别样风景，春天的紫云
英、夏天的芦苇、秋天的水杉、
冬天的白雪，这里可谓一年四季
美如画。”章水镇相关负责人告诉
笔者，根据今年年初出炉的 《海
曙区区域乡村建设规划》，童皎村
将打造为“在水一方、诗情画
意”的特色村。

记 者 孙吉晶
宁海县委报道组 蒋 攀
通讯员 谢巧葵

在宁海县茶院乡南溪村，说起
“大梁山卫生室”的陈昌界医生，当地
百姓都竖起大拇指点赞。从一名普通
的“赤脚医生”，到成为中国民间优秀
名医，陈昌界一干就是50个春秋。

日前，笔者联系陈昌界时，他正
在回访村里几位因中风瘫痪长年卧床
的老人，给他们做常规检查。“老周，饮
食还是要吃得清淡点，按摩还是不能
停……”每当这个时候，陈昌界总是转
换成另一种角色，像朋友般和老人聊
天，问些生活习惯、饮食起居的情况。
聊着聊着，他会指出病人的一些不良
习惯，并给出合理的治疗建议。

陈昌界是一位“不下班”的医生。
“大梁山卫生室”就是陈昌界的家，自
他从医以来，工作时间就是一天 24
小时，一年 365天，不仅不分昼夜，更
是无休息日和节假日，即便是大年初
一也照样“不打烊”。只要病人一个电
话，他随叫随到，即使是半夜也会出
诊。有村民调侃，“陈医生的电话就和
110一样，能够急病人之所急。”在村
民们看来，这位“不下班”的陈医生不
仅是一位好医生，更是大家的“守护
人”。

乡村医疗站毕竟医疗条件及设
备都十分有限。当有些病人需要动手
术和仪器检查的时候，陈昌界总是想
尽办法为他们出谋划策，不但陪病人
到适合的医院治疗，还经常赔上工夫
垫上化验费。前段时间，村民陈建共

因患突发性腹痛一时难忍，陈昌界刚
好路过，情急之下，他便让陈建共直
接平躺在地上，对患者进行胸腹部触
摸检查之后，当即做出判断，“胃穿孔
不得耽搁，抓紧时间马上联系家人，
送宁海县城医院救治”。就这样，他为
陈建共赢得了手术的最佳时间，令家
属感激不尽。

成为一名“赤脚医生”后，陈昌界
就同一根银针、一把草药结下了不解
之缘。平时，他一面参加田间劳动，一
面时时留心中草药，采回来后自己煎
汤试服，以验药效。他经常在自己身
上尝试针灸，一只胳膊因试针过多导
致细菌感染而糜烂。陈昌界研制的中
草药治疗烧伤与烫伤效果非常明显。
几年前，南溪红砖厂失火，一个烧窑
师傅被大面积烧伤，感染后高烧不
退，送到一家大医院治疗后不见好
转。病人坚持要回南溪村找陈昌界治
疗。陈昌界给他敷上中草药，十来天
后，伤口好转。

陈昌界经常抽空访名医，搜集流
传在民间的秘方偏方，《本草纲目》是
他案头的“功课本”。他订阅了《健康
报》《大众卫生报》《民间中草药》《农
村医生手册》等，刻苦求知。数百例的
中草药治疗烧伤与烫伤病例，让陈昌
界萌发了提笔写论文的念头。然而，对
只有小学文化程度的“赤脚医生”来
说，其难度可想而知。陈昌界没有放
弃，一字一句地琢磨，经过无数个不眠
之夜和上百次修改，他写的论文《烧伤
与烫伤》经世界中医学会专家评审，在
中越医药合作大会上荣获国家医药论
文金杯奖。这让陈昌界信心倍增。

陈昌界：“不下班”的老村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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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 者 厉晓杭
鄞州区委报道组 张绘薇
通讯员 田维观

在鄞州区姜山镇流传着这样一
句话：“有困难找陈士良”。

鄞州区市场监管局姜山所里的
“老陈消费调解工作室”是宁波首个
基层消费调解工作室。办公室里每天
都要接待两三批来访者。红着脸来，
心平气和回去。来访者情绪的变化，
就是对陈士良调解工作的最好注解。

把“情”字融入工作，把“理”性注
入调解，把“法”律放在心中。12年的
调解生涯，陈士良一直恪守“事无大
小，有诉必理；人无亲疏，有求必应”
的工作准则，他经手的消费维权纠纷
超过 6000 起，成功结案率超过 98%，
为群众挽回经济损失300多万元。

主动作为，“半路出家”自
学调解

陈士良年轻的时候当过兵，从部
队退役后做过驾驶员，转到消费者权
益保护工作岗位时已经42岁了。

从那天起，陈士良就给自己制定
了一个学习计划，工作时间忙于各种
调解、现场核查，不懂向身边人请教；
休息时间刻苦学习各种法律法规，不
会计算机，就向单位的年轻小伙子请
教。

功夫不负有心人。通过一年的自
学努力，陈士良不但会熟练操作计算
机，将维护消费者权益相关法律法规
都熟记于心，而且通过自己的日常工
作总结，对于不同的投诉人、投诉内
容，形成了一套自己的消费纠纷调解
流程。当年，所里的消费投诉案件不
但没有积压，而且消费投诉处理的结
果赢得了不少投诉人的一致好评。

自从吃了消费调解这碗饭，陈士
良变得爱逛街、爱唠嗑。菜场买菜、超
市购物，包括在网购的时候，他都会
习惯性地多看看、多问问。但凡看到
有存在安全隐患，容易引起消费纠纷
的地方，他都会主动提醒商家。陈士
良说：“消费调解已经融入了我的生
活，成为一种习惯。”

化解矛盾，有“温度”更有
“尺度”

陈士良的办公室挂满了锦旗，其
中一面是义乌一名消费者快递过来的。

2014 年，义乌李先生网购了一
台抽油烟机，没过“三包”期就坏了，
经销商找不到，李先生找到了厂家，

企业恰巧在姜山。“我一看是本地企
业，就让他把材料快递过来，我调处
好，赔了他 8000元。”陈士良说，这是
自己分内的事情，没想到李先生写了
感谢信，寄了锦旗。

消费调解不仅需要饱满的热
情，也需要“明法析理”的判断力
和工作技巧。前几年，17 户菜农前
来投诉。他们在姜山一家农资店购买
了 53 包山东产复合肥料，施用在
45.5 亩蔬菜地里，可肥料喷施后，蔬
菜叶子上出现大小不一的黄斑，损失
初步估算 15 万元。菜农们要求全额
赔偿，且态度强硬。

陈士良多次到种植基地查看，并
向经销商、生产厂家、农户调查该复
合肥的销售、使用情况，三次做对比
试验。经过认真深入调查，他发现是
经销商在售卖过程中未将该复合肥
的准确使用方法告知农户，致使农户
在实际使用中没掌握好比例。“这是一
件农资产品误用案件，不是单纯的假
冒伪劣产品问题。”陈士良说，经调解，
经营户同意按每包化肥补偿 600元，
一次性补偿受损菜农，共计3.18万元。
双方对这个处理结果都表示满意。

这几年，有关职业打假的投诉越
来越多，处理这类案子，陈士良也有
自己的原则。

“有个小伙子去吃饭，说啤酒瓶
里有苍蝇，过来投诉，我一看就是讹
钱。”讲到七八年前的一起案子，老
陈记忆犹新。“如果真是啤酒瓶里的
苍蝇，封盖之后到消费者手里都有
十天半个月了，苍蝇早被泡软了，但
瓶里这只，翅膀腿脚齐整，明显是故
意放进去的。”

陈士良：消费维权的“忠诚卫士”

记 者 沈孙晖
通讯员 张瑶瑶

尤黛英戴着老花镜端坐在绣架
前，手中飞针走线，每一针都丝丝入
扣，令人眼花缭乱。再看她绣的牡
丹，色彩艳丽，活灵活现，很难想象
是出自一位耄耋老人之手。从少女时
期学习刺绣起，尤黛英60多年来以
针作画、以线为墨，用一根绣花针绣
出了人生“春色”。

据悉，尤黛英 18 岁就参加全
省刺绣比赛，并一举夺魁。她年轻
时在宁海花边厂工作，1960 年被
厂里派到象山石浦，指导渔区妇女
刺绣。后来，尤黛英在石浦成家落
户，生活平淡幸福。

然而婚后不久，丈夫不幸遭遇
车祸，左腿截肢。为了扛起养家重
担，尤黛英白天去厂里工作，晚上
熬夜做绣活以补贴家用。“在生命
中那段最艰难的时光，是刺绣给予
我温暖和动力。”她说。

尤黛英介绍，刺绣工艺要求
顺、齐、平、匀、洁。比如针迹整
齐，边缘无参差；绣面平服，丝缕
不歪斜；针距一致，不露底、不重
叠……因此，刺绣要求绣娘性子沉
稳，坐得住。一名好的绣娘，往往
需要几年甚至几十年的练习和积
累。

因为热爱，所以执着，尤黛英
的绣技在长年累月的磨炼中愈加精

湛。“普通面料用粉笔在料上勾勒
出图案，我就能下针刺绣。若图案
简单，不用提前描绘也能随手绣
出。”她告诉笔者，遇到绒布、毛
衣这类不好绘图的料，就需要把各
种图案先画在纸上，再把纸缝到料
上并上绣架，照图片纹理一针一针
绣。

同时，线的配色也要精心挑
选。例如在衣服上绣一朵牡丹，牡
丹本身的色彩必须与布料颜色协
调，花心与花瓣的颜色过渡也要自
然，要用到十几种颜色的丝线才能
让花瓣自然、灵动、栩栩如生，这
也是传统手工刺绣的精妙之处。

小小一个图案看似简单，绣起
来方知艰难。尤黛英要将每根丝线
分成二分之一、四分之一，甚至十
二分之一、四十八分之一……几乎
细如蚕丝，并将众多线头、线结藏
得无影无踪，才能绣出树木葱茏的
层次、水流潺潺的灵动、人物细腻
的雪肌、眼神炯炯的灵气以及国画
水墨氤氲的气氛、油画般的肌理和
光影。

尤黛英家中挂着一件黑色金丝
绒凤踩牡丹花样的旗袍。旗袍正中
绣了一只硕大的金色凤凰，侧身而
立，长尾低垂，凤爪踏在牡丹枝
上，周身环绕同色牡丹花。无论从
正面、侧面或光亮、阴暗处看，整
只凤凰活灵活现、立体生动。这件
旗袍是她近年来的得意之作，耗时

半 年 才 完 成 。
“最近，我正在
制作一幅长达 3 米
的十字绣作品和一件
牡丹旗袍。”尤黛英说，由
于太过投入，她常常连饭也忘了
吃。

绣活做多了，手上不免起茧，
但是绸缎娇贵，一旦刺绣时被茧刮
伤，美观度将大打折扣。作为一名
绣娘，尤黛英十分注重保养双手，
力求手部肌肤光滑，没有茧子和死
皮。80 岁的她依然十指纤纤、光
洁鲜嫩。

刺绣已成为尤黛英生命中不可
或缺的一部分，她说只要身体吃得
消，就会一直绣下去。但尤黛英最
担心的，还是这门手艺面临后继无
人的窘境。近几年，她尝试过收
徒，但凡上门求教或遇到对刺绣感
兴趣的，均倾囊相授。但这些人或
因生活压力或性格问题，没有一个
能坚持学下去。

“艺术的生命在于传承与创
新，我希望带动更多人投入刺绣创
作中。”平时，尤黛英常去义务授
课，为大家讲解刺绣，希望能将这
门传统手艺代代传承下去。

尤黛英：
60多年以针“作画”

尤黛英在专心刺绣。
（张瑶瑶 沈孙晖 摄）

初春，驱车沿着荷梁线盘旋上行，距海曙区章水镇政府约10公里，就来到了四明山东麓的童皎村。
从位于荷梁线路旁的童皎村村委会窗口望出去，皎口水库波光粼粼的水面倒映着青山修竹；视线投向远

方，湿地公园内，青草地、绿树林，和远山近水交相辉映。置身这纯美山水、清新空气中，立刻生出“远离市
井喧嚣、回归古朴自然”的轻松和惬意。

“坐拥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我们期待将绿水青山变为金山银山，实现民生全面改善提升和生态环境可持续
发展的双赢。”童皎村党支部书记陆志光表示。

海曙童皎村海曙童皎村：：
清水出芙蓉清水出芙蓉 生态兴家园生态兴家园

陈士良在调解矛盾。
（杨磊 摄）

远眺小皎自然村。

皎口水库复合生态湿地公园皎口水库复合生态湿地公园。。（（陈朝霞陈朝霞 摄摄））

绣有凤踩牡丹花样的旗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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