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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年，我们身边吃灵芝孢子粉的
人越来越多。龙泉灵芝孢子粉是国家地
理标志保护产品，去年，经龙泉农业部门
推荐，《宁波晚报》跟渊健药业签订了龙
泉灵芝孢子粉产地推广直供合作协议。

前两天，渊健厂家告诉了我们一个
好消息：年后，浙江省两家龙头医药企业
先后找到他们，委托加工灵芝孢子粉。一
家是英特药业，另一家是上市公司华东医
药，年产值均在百亿元以上。

为什么渊健药业能够成为他们的
“宠儿”？

这几年灵芝产业蓬勃发展，各种企
业少说也有几百上千家，但浙江省内乃至

全国，真正拥有从育种到生产，再到加工
销售全产业链，又有中药材灵芝孢子粉生
产资质的厂家少之又少。

比如灵芝孢子粉破壁后容易氧化产
生蒿味，说明孢子粉里面的过氧化物已经
超标，这是地沟油里面的三种致癌物之
一，中药材灵芝孢子粉必须检测，而保健
食品则没有硬性检测要求。

“英特以前委托别人加工，一批货
加工好以后合格的，放了一段时间再检
已经超标，”公司负责人说，为此，英特
不得不销毁整批孢子粉。

据介绍，渊健药业通过与浙江中医
药大学合作，在灵芝孢子粉破壁和抗氧

化环节精益求精，很好地解决了灵芝孢
子粉容易氧化的问题。

此外，“野生”灵芝孢子粉原料也让
渊健脱颖而出。为提高产量，灵芝多大
棚栽培。渊健灵芝早期完全暴露野外，
沐浴阳光雨露，呼吸新鲜空气，“野生”
灵芝更具原生态。“野生”灵芝孢子粉口
感和有效成分跟大棚产也有显著差异。

凭借过硬品质，渊健“野生”灵芝孢
子粉在香港、杭州非常畅销，价格也逐渐
攀升。“野生”灵芝孢子粉今年又开始预
订了，经《宁波晚报》争取，预订价保持不
变，2克×250包预订价2500元，现在订
送灵芝500克。 周皓亮

给晚报读者订制“野生”灵芝孢子粉的厂家

渊健公司根据市场需要，推出
“渊和堂”灵芝孢子粉。质量完全按
照龙头药企质量标准生产，单价
3.4元/克，只有品牌药企价格一半。
一盒200克，零售价680元，新品上
市送总价76元灵芝丁2罐。

咨询电话：87228361
地址：鼓楼永寿街6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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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工优品厂家直销
同品质价格仅一半

为什么成为多家龙头药企代工厂

现年66岁的徐惠明是宁波市
江北区慈城镇山东村的一位普通村
民，与同村的苏美云老太是几十年
的邻居。

苏老太早年丧夫，无儿无女，一
人生活。因为住在隔壁，邻居徐惠
明常常帮老人做些力所能及的事，
家中做了好吃的，也会盛上一碗给
老人送去。上世纪90年代初，徐惠
明家修房子，见老人家的房子年久
失修，已出现部分坍塌，就干脆将苏
老太接到了自己家一起居住。

直到2008年，徐惠明家的房子
被拆迁，老徐又出钱给苏老太在村
里租了房子并经常来看望老人，每
逢佳节，更是细心周到，抽出时间陪
老人唠家常。就这样，苏老太跟老
徐一家，就像亲人一样相处着，几十
年如一日。

这期间，政府组织了一次土地
登记，因苏老太的房子早已坍塌，且
村里又经过了拆迁重整，种种原因，

徐老太变成了无房户。
随着时间的推移，苏老太的年

龄越来越大，行动也越来越不方便，
2012年开始逐渐体弱多病，需要专
人照顾护理。于是，老徐与山东经
济股份合作社党支部书记洪秋国商
量后，将苏老太送到敬老院安度晚
年。养老院的费用是每月2000元
左右，但苏老太的养老保险不足以
支付，老徐便自掏腰包主动补齐
了。“添了几千元钱，不多，主要还是
老人的养老保险支出。”老徐如是
说。

苏老太去了敬老院后，老徐还
是经常去看望苏老太，陪老人家说
说话，把老人家的生活所需全部安
排妥当。“按照规定，老人应由直系
亲属送养，但由于其没有亲属，是
由老徐送养的，苏老太对老徐也很
信任，事情都是交给他做，敬老院
如果需要他来，老徐也很配合，对
老人的态度始终如一。”洪秋国说。

“好人有好报”的现实版本

邻居扶养独居老人30年
老人过世，法院确认他继承一半遗产

他作为邻居，照顾独居老人30年，从英俊青年熬到两鬓斑白，
没有一声怨言。而今，老人生前申请的宅基地面临拆迁，百万元拆
迁款何去何从？16日上午，江北区慈城镇山东村，上演了一场特殊
的法庭调解。

考虑到苏老太长期居住
在村里，村民对其情况比较
了解，16日上午，江北区人民
法院将巡回审判车开进了慈
城山东村，对案件进行现场
调解。

“苏老太是单身老人，老
徐照顾她几十年了，老人对
老徐很是信任，什么事都找
他办，把老徐当作自己的儿
子来看待。”“老徐为苏老太
所做的一切，我们也都看在
眼里……”现场，山东村的村
民们纷纷对老徐的行为给予
肯定。

在该案件承办法官张海
娟看来，对长者敬爱、对弱者
关怀，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
德，更是江北慈城镇“慈孝文
化”的重要体现。

经过现场询问调查，最

终法官确认当事人达成的调
解协议。“苏老太这处宅基
地，属于无人继承又无人受
遗赠的遗产，按照规定，应规
集体所有。但同时法律也有
规定，继承人以外的对被继
承人扶养较多的人，可分得
适当的遗产。”承办法官张海
娟解释道，“老徐照顾了苏老
太30多年，时间跨度较长，实
属不易，应予褒扬，符合法律
规定的扶养较多情节，老徐
分得一半的遗产。”

此外，考虑到村里的老人
较多，为进一步弘扬慈城当地
的“慈孝文化”，倡导慈孝行
为，苏老太遗产的一部分由村
里保留，逢年过节时作为福利
分发给村里老人。

记者 吴震宁
通讯员 凌宇磊

2016年，92岁的苏老太去
世，老徐按照当地风俗，为她操
办了后事，又购置了墓地。

由于作为村里无房的孤
寡老人，苏老太生前申请过
80 平方米的宅基地用于建
房，让人意外的是，2017年苏
老太过世一年后，宅基地被批
了下来。因苏老太生前一直
是老徐扶养，村里一时不知道
该如何处理这个宅基地，就拖
了下来。今年初，苏老太申请
的这个宅基地所在区域面临
拆迁，有上百万元的拆迁款。
这笔拆迁款又该何去何从？
村里犯了难。

“老人家在世期间与老徐
签过协议，约定她的生前赡养

及后事处理全部由老徐负责，
所有费用也由老徐承担，老人
家名下所有财产在其过世后
全部由老徐继承。”洪秋国说，
当时老人名下只有失地农民
养老保险，再加上双方法律意
识淡薄，老徐也没当回事，这
张协议上只交代了相关事宜，
并没有签字。

“我们都觉得这笔钱应该
给老徐，毕竟是他照顾老人
30年之久。但因为老徐不是
法定继承人，又没有法律文
书，无法直接继承。”于是在洪
秋国的建议下，老徐在向有关
部门咨询后，决定向江北区人
民法院提起继承诉讼，由法院
依法处理。

邻居帮扶孤寡老人
30年不离不弃

老人去世留下意外遗产
如何处理成难题

善心获得褒扬
法院确认老徐获得“回报”

法院现场调解，徐惠明（左）获得苏老太的一半遗产。 通讯员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