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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沈孙晖 通讯员 郑丽敏

她从未接受过正规的艺术训
练，但对美的热爱使其爆发出惊人
的创作力。象山茅洋人杨小香可谓

“大器晚成”：从 77 岁开始拿起画
笔自学，经过 7 年的努力，现年 84
岁的她已经是县文联美术家协会的
一名农民画画家。

走进杨小香的家，一幅幅生动
的农民画跃入眼帘。“墙上贴不下
了，我大部分画作其实还没挂出来
呢！”她开心地拿出一大沓存放在柜
子里的作品，一张张铺开，并饶有
兴致地讲起了她与农民画之间的缘
分。

杨小香出生在茅洋乡台头村，
小学文化。她从小就心灵手巧，绣
花、做鞋、做衣服⋯⋯一学就会。
成家后，生儿育女，一家人的衣
服、鞋子，都是杨小香一手缝制。

77 岁时，孙子孙女们都长大
了，子女们也舍不得再让杨小香操
劳。但忙碌惯了的杨小香空闲下来
后，觉得心里发慌。“没事干就是
虚度人生，我得找点事情做做。”
她告诉笔者。

有一次，女儿带来一本杂志，
封面上一幅绘画作品引起了杨小香
的兴趣。她见这幅画画法简单、色

彩艳丽，且内容是自己十分熟悉的
农村劳动场景，看上去很有意思。

“这叫农民画。”女儿的话拨动
了杨小香的心弦：我何不尝试一
下？于是，她找来一张纸，找出孙
子上小学时用剩的铅笔，依样画了
起来。

临摹完这幅作品后，杨小香比
较满意，决定开始搞农民画创作。
从未握过画笔的她到文具店里买了
画笔和广告画颜料。经过认真构
思，杨小香的第一幅作品主题定为

“劳动”。她努力回忆着自己熟悉的
海边劳动场景，在画中展现渔民捕
鱼的欢乐场面。

在这幅画中，杨小香画了 14 个
动作、神态、装扮、年龄各异的人，底
色则是大海，画中还有上百种鱼、蟹、
虾、贝。从勾线到涂完色，她连续画了
近一个月。这幅作品完成后，受到了
业内人士的赞赏和鼓励。从此，杨小
香全身心投入农民画的创作中。

平时，杨小香细心留意生活中
一切与色彩、造型有关的物品，也

会关注报刊上别人的作品，学习人
家怎么配色、如何布局。她随处感
受、采撷美：走到公园里，看到春
暖花开、游人嬉戏，就用画笔绘出
美丽的春景；走到田野里，看到果
子成熟了，农民正在采收，就用画
笔展现丰收的喜悦；“八一”建军节
来临，她画拥军爱民；旅游旺季，她
画松兰山游客如云；越剧团到农村
演出，她画村民看大戏⋯⋯

为了提高绘画水平，杨小香还
给自己布置“作业”，比如装订一
个临摹本，对照 《故宫鸟谱》 画册
进行临摹，一有空就练。每幅大作
品，杨小香需连续画上 20 多天。
目前，她已创作大大小小农民画
300 多幅，有几十幅画作获奖或被
艺术馆收藏。

如今，各类农民画画展上经常
能看到杨小香的作品。当观众们了
解到这些优秀的农民画竟然出自一
位 77 岁 才 开 始 学 画 的 老 人 之 手
时，都会不由自主心生赞叹，既赞
美杨小香的画技，更佩服她活到
老、学到老的这份冲劲。

7年创作300多幅农民画
杨小香：活到老学到老的耄耋农民画家

记者 余建文 通讯员 毛节常

“奕奕幽兰傍砌栽，紫茎绿叶
向春开。”仲春时节，走进奉化大
堰镇湖边桥村的闲云兰庄，便被兰
花的缕缕幽香所包围，沁人心脾。

“现在春兰花期将尽，蕙兰马上接
上，香味更浓郁些。”兰庄主人章
盛说。

48 岁 的 章 盛 说 话 慢 悠 悠 的 ，
头上还盘了个髻，颇有几分文艺
范。闲云兰庄进门处是个小盆景
园，里面是宽敞的大棚，一盆盆全
是兰花。“总共两亩的大棚，种了
6000 来 盆 兰 花 ， 基 本 上 是 蕙 兰 、
春兰，约 40 个品种。”章盛一边做
着介绍，一边用剪刀把还在盛开的
兰花花朵减掉，一点不心疼。“现
在是兰花发芽的时节，去掉花朵，
有利于兰花储存能量、更好地发芽
长叶。”他解释道。

章盛是湖州南浔人，打小就喜
欢花花草草，工作后把养兰花当成
了爱好。他原本在家乡的丝绸工厂
工作，20 世纪 90 年代中后期，他
钻研摄影技术，成为一名人像摄影
师，自主创业。江南盛产兰，尤其
是浙东一带山区，是国内优质春兰
的发源地。爱好兰花的章盛，把摄
影工作地选在了长三角几个大城
市，空闲时便上山采挖兰花。“为
防止蚊虫叮咬，全身包得严严实
实，还要戴上头盔，自带干粮进
山。”章盛说，虽然辛苦，可一旦
挖到难得的兰花，就甭提多高兴
了，再苦也开心。

一边搞摄影一边采兰、种兰，
在网络论坛里发自己拍的美图，章
盛的生活恬淡又丰富，而后结识了
同样搞婚纱摄影的奉化姑娘，两人
步入婚姻殿堂，把家安在了奉化。
那 时 候 ， 全 国 兴 起 一 股 炒 兰 花

“热”，到 2006 年前后达到顶峰，
但章盛养兰纯属爱好，没有参与这
股“炒兰风”。他拿起一盆兰花，

“ 这 算 名 贵 品 种 ， 炒 到 最 ‘ 热 ’
时，像这样一盆有 3 株苗的，价值
90 万元。泡沫破灭后，市场回归
理性，现在售价 100 元。”

养兰是雅事，也很辛苦，但章
盛乐在其中。兰花生长喜湿润、通
风的环境，土壤要透气，培土、施

肥、浇水等都有窍门。养兰 20 多
年，章盛已成了行家，即便如此也
不能马虎大意。今年年初寒流袭
来，他给大棚加了两层膜，可还是
有部分兰花被冻伤冻死。“春天，
兰花生命力最旺盛，每天浇一遍水
就要三四个小时。”章盛说，他试
过滴灌、喷淋等办法，但发现还是
手工浇最好。

山乡大堰空气洁净水源好，正
是养兰的好地方，而章盛的妻子是
湖边桥人。前年秋天，章盛在村里
租了地，建起这个闲云兰庄，开始
自己的兰花事业，已陆续投资了
150 万元。章盛说，兰花与中国传
统 文 化 相 契 合 ， 摆 在 家 里 也 好
看，现在喜欢的人又慢慢多起来
了，市场还是有的，“婚纱店开在
城里，由妻子打理，我的主要精
力放在养兰花上，两不耽误。”章
盛 说 ， 接 下 来 ， 他 还 要 继 续 投
钱，引进各地不同的兰花，计划
拥有三四百个品种，搞一个兰花
博物馆，把兰花和大堰乡村旅游
结合起来，“游客来了可以做做盆
景、赏赏花、闻闻香，我还可以
教他们种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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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习记者 董惊鸿
实习生 王赐赞
余姚市委报道组 谢敏军
通讯员 赵建钢

碧血丹心铸青史
巍巍青山话英魂

抗日战争时期，上王岗村这一
带属浙东抗日根据地的中心地区。
1943 年，日寇制造了震惊浙东的

“火烧南黄”惨案。1948 年 5 月 28
日，解放战争时期，浙东人民解放
军三五支队在上王岗与“国民党浙
江省保安司令部”一团决战。“上
王岗一仗是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北
撤以来，规模最大、战斗时间最

长、敌我双方投入兵力最多、伤亡
最重的一次战斗。”黄远文告诉笔
者。

“当初这边只有一个上王岗战
斗纪念碑，瞻仰完活动就结束了，
大家也不清楚这里究竟发生了什
么 。” 黄 远 文 说 ，“ 为 了 告 慰 英
烈、激励后人，也为了吸引更多
的人走进上王岗村，我们在宁波
市 发 改 委 、 宁 波 市 委 党 史 研 究
室 、 梨 洲 街 道 办 事 处 的 资 助 下 ，
从 2016 年开始建造上王岗革命史迹
陈 列 馆 ， 2019 年 4 月 4 日 正 式 开
馆。”

笔者随即走进占地约 200 平方
米的上王岗革命史迹陈列馆，试图
拨开这段尘封已久的历史。“20 世
纪，大家的文保意识普遍不强，很
多 珍 贵 的 遗 迹 和 实 物 湮 灭 遗 失
了。”黄远文一边介绍一边向笔者
展示了一张毛泽东主席亲笔签发给
徐英烈士家属的光荣纪念证的复印
件，泛黄的纸张承载着历史的重
量，仿佛穿越了历史，回荡着战鼓
鸣镝声，“前几天，我们上王岗村
还邀请徐英烈士的后人一同祭奠徐

英烈士，并与徐英烈士出生地慈溪
观海卫镇上横街村一起开展新农村
共建结对活动，实现两地红色教育
资源共享。”

政府乡贤齐上阵
助力村庄换新颜

上王岗村作为昔日的红色堡垒
村，近年来却因为山路崎岖、交通
不便，发展遇到了很大的阻碍，再
加上村内缺乏大规模的企业，很
多年轻人选择下山移民或外出打
工，导致村庄空心化严重。如何
让村民过上更加便捷、舒适、幸
福的日子成为摆在村班子眼前的难
题。

这时，村里的乡贤站了出来。
为了让这股力量发挥最大的作用，
村里做了大量的工作，除了平常的
走访慰问、每个节日的问候和热情
的返乡接待，还在 2019 年设立了乡
贤理事会，每年年底召开一次大
会，跟乡贤介绍来年村里需要干的
大项目。乡贤根据自身情况，认领

出资份额。
近 5 年 来 ， 该 村 乡 贤 共 出 资

400 余万元，用于村庄基础设施建
设、环境改造、文化建设以及助
学、助老、助残等公益事业，在实
施乡村振兴战略、推进美丽乡村建
设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使得村容
村貌发生了显著的变化。

此外，去年，上王岗村乡贤会
会长黄远秋还同其他乡贤一起出资
58 万余元，用于上王岗革命史迹陈
列馆周边环境改造、南黄自然村祠
堂修建等项目。同年，该村黄远
耀、罗佰先、黄悠春等乡贤与黄远
秋共同出资 29 万余元，为村里 280
余名 70 周岁以上的老人准备了每人
500 元的春节红包。“关爱老人、为
老人送温暖是好事，我们也要尽己
所能，为村里做点实实在在的事
情。”黄远秋说。

虽然村庄环境改善了，村民的
钱包也鼓了，但乡村振兴离不开思
想解放。今年，黄远文将重点放在
了移风易俗、提升村民思想道德水
平上，而首要的就是公墓丧葬制度
改革。据悉，目前上王岗村的坟墓
建 得 比 较 散 乱 ， 为 了 保 护 山 林 、
减 少 山 火 发 生 、 破 除 封 建 迷 信 ，
今 年 预 计 建 设 三 亩 左 右 的 公 墓 ，
以满足村民的需要。“移风易俗，
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但我相信
情 况 会 慢 慢 有 所 改 变 。” 黄 远 文
说。

余姚梨洲街道上王岗村

深山冷岙中的小山村如何念好发展经

记者 朱军备 通讯员 李玲玲

去年下半年以来，干旱少雨，
山塘、水库水位大幅下降，给东钱
湖镇山区村饮用水供应带来巨大压
力，尤其是城杨、俞塘两村，远离
镇区，群山环抱。两村的饮用水
源，分别采用畈坑水库和角洞岙水
库的水源。到去年 11 月底，两座
水库的水源先后枯竭。在畈坑水库
快没水时，由东钱湖镇城建办临时
接通管道改用金夹岙水库进行供
水，但不久，该水库的水也枯竭
了。

城杨村 364 户 910 人，俞塘村
610 户 1554 人 ， 加 上 村 中 企 业 员
工，近 3000 人的饮水安全受到威

胁。东钱湖镇党委、政府高度重
视，迅速召开专题会，作出专项部
署。首先启动应急供水保障。当城
杨、俞塘村开始停水时，协调动用
消防车给村民送水。但消防车只能
用于应急，不能长期供水。接着，
东钱湖镇发展服务办马上与宁波市
自来水公司协调，在俞塘村村口接
通了铺设在地下的宁波市自来水管
道，通过增压措施，将水送到城
杨村、俞塘村。

如果长期由市自来水公司供
水，对于一直饮用水库水的村民来
说，就会增加经济负担。东钱湖镇
发展服务办、农业公司和城杨村干
部在水库枯竭、地下水源多次试探
无果的情况下，又上山寻找水源，

发现城杨村上游的溪坑水非常清
澈，可以饮用，马上安装管道，通
过多管汇流增加源头水，将溪水引
入村民自来水管道中。

据介绍,为确保供水稳定，东
钱湖农业公司作为农村饮用水统管
单位，工作人员不辞辛苦，多次在
村民休息后、夜深人静时对旧管道
听漏、补漏。

为保证村民饮用水健康、安
全 ， 东 钱 湖 镇 政 府 出 资 100 多 万
元，分别为城杨村、俞塘村新建
水站。这两个水站均采用超滤净
水技术，包括石英砂过滤、活性
炭吸附、超滤膜精滤、消毒杀菌
等程序，水质达到国家最严格的
106 项检测指标合格标准，出来的

自来水可以直饮。同时，城杨村加
快对全村老旧自来水管道的改造升
级。

今年开春以来，雨水较多，山
塘水库水位恢复，为供水创造了条
件。3 月 31 日，俞塘村停用市自来
水而转用角洞岙水库水，并在转用
前为提高取水口水质加装了浮动
泵。城杨村现暂时采用溪坑水源补
充，水量充足，不需要其他水源支
持，等畈坑水库清淤、蓄水之后，
即可停用溪坑水，转用水库水。此
外，今年还将对金夹岙水库进行清
淤、扩容。

至此，东钱湖镇、村、企干部
携手奋战 5 个多月，取得抗旱保供
水工作的阶段性成果。

初春的一天，笔者经过九曲十八弯的山路终于到达了

位于余姚梨洲街道的上王岗村。“这边的立柱有点掉漆，需

要重新涂一下。”笔者来到上王岗村的时候，村党总支书记

黄远文正带领着施工人员，在山顶翻修上王岗革命史迹陈

列馆和上王岗战斗纪念碑。

杨小香正在创作农民画杨小香正在创作农民画。。（（郑丽敏郑丽敏 沈孙晖沈孙晖 摄摄））

章盛在修剪兰花章盛在修剪兰花。。（（余建文余建文 摄摄））

兰花泡茶兰花泡茶。。（（余建文余建文 摄摄））

上王岗革命史迹陈列馆上王岗革命史迹陈列馆。。（（董惊鸿董惊鸿 摄摄））

为了近三千村民的为了近三千村民的
饮水安全饮水安全

东钱湖镇全力抗旱保供水东钱湖镇全力抗旱保供水

近几天，东钱

湖镇城杨村畈坑水

库正在清淤、扩容，

预计这个月月底结

束清淤，5月蓄水后

可供水。近段日子，

城杨村村民暂时采

用溪坑水。

俞塘村角洞岙水库俞塘村角洞岙水库。。（（朱军备朱军备 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