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看这莴笋多嫩啊，眼下正是最好吃的时候。”姜山
镇陈介桥村菜农老潘说这话的时候，语气里充满忧虑，

“如果没人要的话，再过些天就会开花变老，那样只能烂
在地里了。”

莴笋滞销，菜农愁得睡不着

昨天上午十点多，记者找到菜地时，老潘恰巧不
在。他妻子告诉记者，老潘凌晨两点就起床了，装了满
满一三轮车莴笋到附近菜场去推销，还没回来。“最近，
他天天都这样，被莴笋愁得睡不着觉。”

老潘家是村里的种莴笋大户，今年种了10亩左右，13
个大棚，每个大棚有3000多株。“我们这里的菜农多以种
莴笋为主，主要因为往年莴笋很好卖，宁波人都喜欢，凉
拌、清炒，简单又好吃；再者，对我们菜农来说，莴笋也比较
好打理，它自带香气，一般不招虫害，很少打农药。”

“往年莴笋都非常畅销，蔬菜批发商开着货车直接到
地头来收购，从地里拔出来根上还带着泥就装车。价格
也不错，论根收购，一根莴笋1.9元。”老潘妻子叹了口气
说，“今年就难喽！一个来收购的商贩都没有。去批发市
场卖，发现大量外地来的莴笋，几毛钱一斤都没人要。”

现在正是莴笋最好吃的时候

这时，老潘开着农用三轮车回来了，车里还有一捆卖
剩的莴笋。“从天不亮吆喝到中午，一共才卖了100多元。”
老潘胡子拉碴，头发老长，衣服上一块块泥巴都干了。

他一回来就钻进大棚菜地，小心地用手拨开莴笋叶
子检查根部土壤的干湿度。“最近天气忽冷忽热，还总是
下雨，这对莴笋来说不太好。”老潘皱着眉解释说，这莴
笋虽然不招虫害、好打理，可到了收割的时节也特别娇
气：温度最好在18到20摄氏度，太热就会变老，内部会
空心，太冷的话，中心又会变硬发白。

“现在很嫩，正是最好吃的时候。如果卖不掉就太可
惜了，再过个十多天，就开花变老，只能烂在地里了。”老潘
说，其实本地香莴笋比外地的好吃。“收割当天就可以直接
供应给大家。而外地运过来的莴笋，毕竟要经过中间长途
运输环节，为了保鲜还可能会泡水，多少也会影响口感。”

欧尚超市爱心代售，每斤只要0.99元

记者从村里的农业社长徐先生处了解到，目前村里
的农业也在转型，出现了新型的现代职业农民，销售方
式多是供销直接对接，而像老潘这样传统的老农们则多
数还得靠天吃饭、靠运气吃饭。

记者带着老潘们当前的难题，联系上了几家大型连
锁超市，希望借助他们的平台帮助菜农平价销售莴笋。
记者的提议得到了欧尚超市的迅速反应，其相关负责人
当即表示“义不容辞”，他们说：“企业一直非常热衷社会
公益，以后有类似问题，都非常乐意相助。”

昨天下午，欧尚负责蔬菜采购的叶先生就急匆匆地
开车赶到老潘菜地，取样进行农残检测，“按照章程，必
须检测合格后才能上架。”

今天，老潘的莴笋已经在欧尚超市宁波7家连锁店
上架了，超市平价代售，每斤仅需0.99元。欢迎大家到
附近的欧尚超市购买，支持一下老潘这样的本地菜农。

记者 殷欣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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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买莴笋吗？
欧尚有新鲜脆嫩的“爱心菜”
本报联手欧尚超市
帮助本地菜农卖莴笋

3月18日下午，余姚小曹娥镇建民村勇救落水少年遇难的丁
长明老人走了（本报昨日A06版曾报道）。这两天，村民们络绎不
绝来到杂货店，送老丁最后一程。昨天一早，记者赶到了建民村。

好人丁长明走了
和他一起救人的妻子陈婉贞说：

我不后悔救孩子
可我对不起老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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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明是个好人，只要能帮的他都会帮
一把。”村民沈菊娥告诉记者，自己是看着
长明长大的，因为长明父亲去世早，长明从
小就很懂事。这些年来，看到有困难的村
民到店里赊账买东西，他从来没有二话。
十多年前就有村民欠了一百多元钱，到今
天仍没还上，他也不去催，还总是说，人家
也有困难的时候，等有钱了人家会还给自

己的。
施利欢是丁长明的邻居，他也是当天施

救落水少年的目击者。“如果老丁不救人的
话就不是老丁了。”施利欢说，丁长明闲聊时
总是跟他说，这辈子平平安安就是福，自己
多做点好事，能帮人家一点就帮一点，等到
了生命的终点，也就没有什么遗憾了。

记者 孔玲 文/摄

“有人问我为什么不先救长明，我只知
道不能放弃孩子。可是救了孩子，却眼睁睁
看着长明沉到了河里。”患有重度气管炎的
陈婉贞一直在自责，说自己对不起老伴。

陈婉贞告诉记者，18日下午，事发地点
就在店门口，当时也是长明第一个看到的。
自己只记得，听到河里有“扑通”的声音，长
明想都没想就冲了出去。

让陈婉贞最难过的是，丁长明落水之
后，自己以为丈夫会游泳，不会出意外的。
但是，在施救孩子的过程中，因为求生的本
能，孩子一直抓着竹竿不敢放，自己无法把
竹竿递给丈夫。一位好心的村民下水去救
丁长明时，却在距离丁长明一米远的时候，
因腿抽筋返回了。等自己把孩子拖上岸，这
才发现本来脑袋浮在水面的丁长明，已经无
力游回岸边。自己眼睁睁地看着长明往水
里沉，却无力施救。

说到为什么先救孩子，陈婉贞藏在心
里20多年的痛再次被提起。陈婉贞告诉
记者，20 多年前，自己还有个 4 岁的儿
子。当年因为忙于家务，儿子也在这条河
落水，就是没人救援才溺亡的。她了解老
伴，在18日这种情况下，丁长明肯定也会
让她先救孩子。

说到长明的为人，陈婉贞说，丈夫平时
省吃俭用，却一直用自己的方式帮助别人。

12年前，因为杂货店的收入微薄，陈婉
贞便在店里做起了快餐外卖。每次打菜，长
明总是把菜盒装得满满的。有时看到妻子
没有把菜盒装满，丁长明总要补上一勺菜。
丁长明说，农村人干的都是力气活，容易饿，
哪怕自己少赚一点，也要让他们吃饱。

“我了解父亲，见死不救他做不到，更不
会想那么多。”丁长明当老师的女儿丁丽君
告诉记者。

春雨潇潇，哀乐阵阵，昨天上午九时
许，在小曹娥镇建民村，丁长明家的杂货店
两侧，摆满了吊唁的花篮。尽管天下着雨，
但赶来送丁长明最后一程的村民络绎不
绝。

“丁伯父走得太突然了，这么好的人就
这样走了！”村民陈家桥表示，前些年，家里

条件差，隔三差五买东西都会赊个账，但丁
伯父从来都不提还钱。

和丁长明从小一起长大的老邻居杨秀
娣抹着眼泪，说起丁长明5岁那年父亲去世，
11岁就去干农活养家，这些年来很不容易。
对于丁长明的救人义举，杨秀娣说，以长明
的性格，碰到这种事，绝对不会袖手旁观的。

村民络绎不绝冒雨前来祭奠

一起救人的妻子：我了解老伴，他一定会让我先救孩子

村民眼里的丁长明：他是个实实在在的好人

谁都清楚，救落水者有危险，但丁老伯
见少年落水想也没想就立即救人，令人感
动；他的老伴在丈夫落水后的危急关头，仍
先全力抢救落水少年，令人钦佩。这对老夫
妇不仅仅是助人为乐的好心人，更是名副其
实的民间英雄。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丁老伯老伴的心头
有一个藏了20多年的痛：当年自己4岁的儿
子就是在这条河落水溺亡的。

丁老伯一家的遭遇，或许也包含在这组
冷冰冰的数据里：全球每年有三分之一的儿
童死亡是因为意外伤害，其中溺水排在首位，
每年我国各地溺亡或者因救人溺亡的人数居
高不下，以青少年儿童为主，其中尤以农村地
区和城市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居多。这一民生
痛点，至今没有得到有效纾解。以长夏无冬、
四面环海的海南省为例，就有79.4%的学生不
会游泳，女生的这个比例更高达94.7%。不难

想见，缺乏游泳技能与安全意识，再加上好奇
好动的天性，危险会是怎样如影随形？

类似的教训足够多，也足够深刻。我们
在表达对英雄感动与钦佩的同时，是否更应
该像他们那样，为挽救生命而去做些什么？

因此，整合社区、学校、家庭等各方面的
资源和力量，让包括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在内
的孩子通过多种途径，培育起牢固的安全意
识，掌握游泳与救生等技能，应该成为当务
之急。比如将游泳列为必修课和毕业考试
内容、暑期开展游泳救生公益培训等。这种
从娃娃抓起的做法，有望大大减少溺亡事故
的发生频率。

我们的社会，需要更多丁老伯夫妇那样
令人尊敬的英雄，但希望不要因为对孩子安
全教育方面的欠账，再让他们付出沉重的代
价。我们该尽快像这位民间英雄那样为孩
子做些实事。 胡晓新

像这位民间英雄那样为孩子做些实事快评

陈婉贞看着丁长明的遗像陈婉贞看着丁长明的遗像，，难掩悲痛难掩悲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