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 者 沈孙晖
通讯员 马 振 史微未

作为一名乡村医生，他悬壶济
世，情暖四乡八邻；作为一家养老
院的院长，他亏本经营，为老人开
辟幸福港湾；作为一名村支书，他
心系村庄振兴，倾力打造美丽乡村
样板。象山晓塘乡青山头村的蒋秋
军用“三重身份”，演绎满腔乡村情
怀！

走进蒋秋军的乡村诊疗室，他
正忙着为患者检查、开药、打针。

“蒋医生，太感谢你了，为我减免这
么多诊疗费。”贵州人杨某拿着一
面锦旗，上门来感谢蒋秋军。

原来，杨某患有腰痛病，妻子
也有慢性病。因为家庭负担重，他
一直欠着蒋秋军的医药费。了解到
杨家孩子在上学，蒋秋军不仅免掉
了其费用，还拿出 3000 元给杨某
孩子当学费。

类似的“小事”，在蒋秋军几十
年的行医生涯中多不胜数。只要是
家里没人照顾、没有收入来源的老
人来诊所打针，他就不收钱，有时
甚至还开车上门，为孤寡老人免费
看病。这么多年来，蒋秋军为患者
减免医药费近20万元。

蒋秋军心系患者赢得了百姓
点赞。“像蒋医生这样无私奉献的
医生真是少见，我经常看到他帮助
村民，也不对外说。”村民蒋祝成告
诉笔者。蒋秋军表示，能为病人减
轻病痛，并给予一些力所能及的帮
助，病人心情舒畅，他也高兴。

“在从医生涯中，我看到不少
老人无依无靠、重病缠身，便萌生
了办养老院的想法。”2011 年，蒋
秋军在青山头村开办了幸福一家
养老院，每年能接收 40 多名老人
入住。当时，全县还没有村级的私
人养老院。

“这个老人肺不好，呼吸比较
困难，需要经常带他到外面呼吸新
鲜空气。”“那个老人整天只能躺床
上，完全不能自理，吃喝拉撒需要
全护理。”……据悉，幸福一家养老
院接收的大多是失能老人。对于每
个老人的情况，蒋秋军如数家珍。

为把老人照顾好，让他们有尊
严地生活，蒋秋军办养老院不计成

本，每年亏损三四万元。养老院有
两名老人无依无靠，蒋秋军免费为
他们提供住处，待他们如亲人。“老
人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关心孝
敬老人是每个人的责任。”他说。

“如果不是有蒋院长这样的好
人，我们也不会在这里干，就算再
苦再累也值得。”5年前，齐贤芬把
父亲送来这里养老后，被蒋秋军的
爱心所感动，一直留在养老院当护
工。

2013 年，蒋秋军当选为青山
头村党支部书记。看到别的村一个
个美起来、富起来，青山头却还是
个落后村，他心里铆足了劲，把大
量精力投入村庄建设中，并每年捐

出5万元用于村公益事业。
“结合我们村的地理优势，搞

个休闲体育广场应该不错。”了解
到村民对健身锻炼需求强烈，蒋秋
军千方百计找场地、筹资金，争取
到上级部门近 50 万元资金支持，
还发动在外经商的乡贤出资 200
多万元。

2015 年，村里将平时倒垃圾
的荒山改造成山体公园，开辟健身
道，修建了广场、凉亭。在相关部门
支持下，近两年青山头村又打造了
集笼式足球场、篮球场、门球场、乒
乓球馆为一体的体育中心。

体育中心和山体公园的建成，
不但丰富了本村群众的业余生
活，还吸引了周边村民乃至四面
八方的游客纷至沓来。青山头村
实现了从落后村到体育特色村的
华丽转身。这两年，该村连续协
办市美丽乡村“奥运会”暨迷你马
拉松赛。

由于打造体育特色村的特别
贡献，去年蒋秋军获得了“浙江省
群众体育工作突出个人”荣誉称
号，并在省里的表彰大会上作为我
市唯一代表上台发言。

患者信任他，老人喜欢他，村
民拥护他。蒋秋军每天忙并快乐
着！

蒋秋军：“三重身份”演绎乡村情怀

【 】
记 者 何 峰
通讯员 沈银燕

余姚市大岚镇大俞村是四明
山腹地最古老的村落之一，至今
已有 800 多年历史。笔者看到，
春色烂漫中，古村被青翠的山峦
环抱，一条宽约30米的大溪把村
庄隔成两半。两岸春林初盛，溪
中春水初生，若撑着竹筏顺溪而
下，便可体验“舟行碧波上，人
在画中游”的感觉。

村民临水而居，民居沿岸而
筑，弄堂交错，古银杏、古香榧
亭亭傲立，村口的威灵庙香烟缭
绕，百丈绝壁红岩头似大红灯笼
照耀古村。

在村党支部书记俞东升的带
领下，笔者沿着全长12公里的游
步道，从古村向四窗岩进发。密
密匝匝的翠竹立于两侧，整条游
步道以石块铺砌，或铺以青色桃
木。游步道并不宽，只能容两人
并肩而行，满眼的绿意之中，道
路藏在山林间，望不到尽头，颇
有一番“曲径通幽处”的意境。

经十八罗汉古道，抵达大俞
村村头红岩，向西沿着古道拾级
而上抵达四窗岩。抬头一看，一
堵高30余米的岩壁仿佛从天外飞
来 ， 搁 在 重 峦 叠 嶂 之 上 。“ 以
前，岩壁腰部有四个大小不一的
洞穴，故称四窗岩。”大岚镇旅
游办工作人员说。四窗岩非常陡
峻，正如明朝诗人杨珂说的那

样 ，“ 四 明 八 百 里 ， 独 此 著 山
名。路险人无迹，山深石有灵”。

“四窗岩位于深山之中，非
常难找，古代便留下了只有在当
地人的引导下才能找到的传说。
相传，全祖望第一次来探访，怎
么都找不到，后来在当地村民的
带领下，才得偿所愿。”俞东升
说。

从岩壁攀爬上去，如今的四
窗岩最高处不足两米，最深处不
足三米，洞中隔着两石，只有三
个洞口。抬眼望去，四周灵峰耸
立，岩谷奇秀；侧身俯视，对面
山崖一条瀑布飞泻而下，在山谷
汇成清泉碧潭。不远处的山樱已
经开花，粉色的花朵点缀在苍翠
山谷间，宣告四明山最美的季节
已经来临。

大俞村古迹甚多，堪称步步
有掌故。离古村五里地的“韩采
岩”也是一处胜景。韩采岩原称
寒草岩，岩石临溪，因岩石渗水
如汗滴，当地人称之为“汗出
岩”，后雅称现名。

大俞村的另一名胜当数罗汉
谷。相传八仙之一的吕洞宾爱在
谷中的棋盘岩上下棋，十八个罗
汉保护着他的包裹。有一天，吕
洞宾下完棋把包裹给落下了，十
八个罗汉便世代守护着他的包
裹，罗汉谷的名字由此而来。

“神仙已乘仙鹤去，唯留青
山在人间”。如今的大俞村，千
百年的仙道传说依然流传在乡间

小弄，绿水青山带给百姓宜人的
幽居环境，而众多文人留下的诗
篇，让大俞的山山水水更显灵
性，让人遐想无限、流连忘返。

近年来，大俞村依托周边奇
特的地质地貌、秀美的自然景观、
深厚的人文底蕴，加大村庄环境
整治力度，动员村民开展庭院整
治，积极发展生态旅游。俞东升告
诉笔者，大俞村村民原先的主要
收入来源是毛竹、花木等。近年
来，村里调整发展思路，把发展生
态旅游业作为强村富民的主攻方
向，相继引进工商资本，开发了户
外运动基地、民宿等。建于罗汉谷
附近的四明·岚舍坐落于幽静的
山谷之中，是游客休闲、观光、度
假、健身、探险的好地方。“当初正
是看中大俞秀美的风景和厚重的
人文历史，决定来这里建综合性
的休闲度假基地。”四明·岚舍负
责人说。

目前，大俞村有 14 家农家
乐，可容纳上千人同时就餐。乡
村旅游不仅实现了村民家门口就
业，还带动了茶叶、竹笋等土特
产的销售。去年，大俞村获评省
3A级景区村庄；今年年初，大俞
村被省文化和旅游厅评为2018年
浙江省休闲旅游示范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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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 者 陈朝霞
通讯员 张 立 张 琦

从天一广场出发，一路向西车行
40 分钟，来到离宁波市中心约 20 公
里的海曙区集士港镇四明山麓的深
溪村，这里溪水清流、山峦叠翠，纯净
的自然风光让人陶醉。大山下、溪坑
旁，一处掩映在巨大香樟树下的古色
古香的院落特别引人注目，这就是松
雅山房，5 月即将作为一个“乡居生
活体验馆”对外运营。

走进占地 4 亩的院落，石板地、
石台阶、青砖墙、土石屋、木门窗，花
草香、藤蔓爬……处处可见岁月留
痕，又显主人的匠心。房主是曹松浩、
应红雅夫妻。“这座两层高主体建筑
是民国建筑，20 世纪 90 年代末买下
时，建筑陈旧，周边的几幢村居也被
废弃多年，坍塌破败。”55 岁的曹松
浩告诉笔者。

曹松浩曾在宁波经营自己的贸
易公司，20 年前选中深溪村这一院
落，缘于心中的“田园情节”。“那时，
工作特别繁忙，想着以后退休了，能
有一处安静享受生活的去处。”曹松
浩说，当时在几经比较之后，深溪村
的这处百年建筑进入视野。“深溪村
三面环山,离城市近，依山傍水、空气
清新，是一处理想的乡居生活之地。”

2014 年，夫妻俩开始“重建家
园”，他们取两人名字中的各一个字，
将这一居所命名为“松雅山房”。“起
初只是为了能让自己住得舒适，后来
有了新思路，希望以此为平台，吸引
久居城市的人们尤其是年轻人来体

验纯朴自然的生活方式。”爱好书画
艺术的女主人说，她全程自己担纲

“设计师”——
对主体建筑“修旧如旧”，保留原

有的青砖黛瓦，修葺破损的木门窗；
只保留居民废弃房屋的一面石残墙，
在此基础上用旧砖瓦造起一座“仿
古”小屋和小木亭；在院子里修建一
座“百草园”，种上花木草药；再租下
周边老乡 40 亩地，种上杨梅、柑橘、
猕猴桃等果树，和竹林交相辉映。

夫妻俩还四处“搜寻”老物
件，打造心目中的“新中式”内部
家居风格。“院里铺满地面的青石板
收购于一家拆迁的百年私塾，这两
幅画的雕花镶嵌板来自母亲旧床上
的床楣，这个壁炉是上海民国时期
的旧物，这套榉木太师椅是自己多
年的收藏……”应红雅解说着每一
件家具背后的精彩故事。

其中，书房门楣上悬挂着的康有
为题写的“云衢书屋”木匾额，被朋友
们称为“镇宅之宝”。“康有为葬于青
岛，这匾额是青岛朋友收藏后送我
的。”应红雅介绍，“云衢书屋”位于康
有为在广州的祖屋，“戊戌变法”前他
在那里讲学，后来他的藏书迁至著名
的“万木草堂”。

5 年不计投入悉心改建，夫妻俩
彻底爱上了乡居生活。3月初，他们听
朋友介绍了一家日本长野乡间‘网
红’面包房后，专程去考察。“打算请
来德国点心师傅，在松雅山房造一座
土窑，制作不加任何添加剂的面包、
比萨，客人来了，住清雅居室、采摘果
蔬，吃新鲜蔬菜和纯天然面包，还能
登屋后鹫岭古道，这正是我要推广的
田园生活方式。”应红雅说，他们期待
有更多的人来深溪村寻古探幽，以此
带动乡村振兴。

用匠心在四明山麓

打造“乡居生活体验馆”

记者 余建文 通讯员 卓建青

初春，桃花绽放，奉化的乡村被
花香和美食所包围。在花红柳绿的溪
口新建村，樊成军、姚春飞夫妇俩的
浆板作坊又忙碌起来了，淡淡的酒香
飘散在桃林里。

江南地区俗称的浆板，就是酒
酿，旧时叫“醴”，在中国的制作历史
已有数千年。今天，浆板这种食品的
生产已完全工业化了，随时都能在超
市买到。但在乡村，还有极少的人仍
在坚持用古老的手工工艺制作浆板，
年逾五旬的老樊夫妇就是其中的坚
守者。

老樊取过一小盒浆板，看似一坨
普通的米饭，揭开盖子，清新的米酒
香散开来。尝一口，浆板软糯，入口即
化，甜凉的味道溢满口腔，回味绵长。
老樊说，古法制作的浆板是“活的”，

“会呼吸”，现在是饭多浆少，放上一
天后，浆多起来，米越变越少，最后几
乎完全融化在浆里，酒味也愈来愈
浓，香气四溢。

樊成军制作浆板的手艺源自现
在已 95 岁高龄的母亲孙根娣，再往
上数，还有好几辈。浆板的制作并不
复杂，将糯米、粳米混合蒸熟，拌上酒
酵，静置两天两夜即成，而要达到入
口绵柔、酒香纯正，奥秘就在“独门配
方”了。樊成军说，近百年前，其爷爷
是在溪口开钱庄的，与开盐铺的蒋家
住得很近，两家关系甚好。蒋介石是

不喝酒的，但喜欢吃浆板，尤其对樊
家做的浆板念念不忘，每次回乡省
亲，都少不了要尝上一碗。因此，在溪
口，孙根娣老人做的古法浆板非常有
名，已被评为奉化区非遗传人。

在农村，浆板每年重阳节开始制
作，一直到次年的端午节，天气热就
停了。而在奉化民间，更有“清明浆板
好做药”的说法。樊成军说，桃花盛开
的时候，发酵的温度、湿度最为适宜，
做出来的浆板味道上佳，称为“桃花
酿”，且有消嗝通气的作用，一碗下
肚，神清气爽。

大半个世纪来，孙根娣老人和儿
子、儿媳一直坚守古法制作浆板，品
尝过这“老底子的味道”，勾起很多老
宁波人童年的回忆。为了方便销售，
老樊开发了易拉罐式的浆板杯，前年
参加在上海举办的农博会，带去的
2000杯浆板被抢购一空。

这两年，老樊夫妇还将传统浆板
搞出了新花样。其中一款浆板冰激
凌，口味独特，连外国朋友都竖起大
拇指赞“OK”。今年的“桃源赶集”
上，老樊带来了新研发的浆板桃花酿
饮品，玫红色的桃胶露里，荡漾着一
粒粒晶莹的浆板，尝上一口，滑爽桃
胶混合米酒香气，沁人心脾。

春拂桃花浆板香

◀松雅山房主人在介绍
自己所推广的田园生活方式。

（陈朝霞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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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秋军对老人关怀备至。（沈孙晖 马振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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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玲珑开户牖，落落明四目。”四窗岩有着浙东第一名胜的美誉，唐朝诗人刘

长卿这首诗吟咏的正是这处胜景。“四明山的山名也是源于这首诗，四窗岩就位于

大俞山山巅。”余姚大岚镇旅游办工作人员告诉笔者。

群山环抱中的大俞村。（沈银燕 何峰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