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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烧茶、送茶的日子里，胡亚
丽也曾被误解过。

去年国庆节期间在前童古镇，
不少游客在景区看到有人送茶，误
以为要收费，要么不敢喝，要么就
用怀疑的眼神看着她。见状，胡亚
丽和女儿、外孙女接连向人强调，
这是纯义务的。

后来，女儿童晓娜想了个法
子，将印有爷爷童松达照片的一张
海报带上，海报上写了“传承十代
人的善举，坚守300年的承诺”等

字样，以说明这个茶是纯免费的，
大家尽管放心喝。

除了路人的不理解，一家人在
烧茶、送茶时，也碰到过城管部门
不让摆摊的情况，因此，现在节假
日要进景区送茶，他们会提前联系
旅游部门，说明来意。

胡亚丽说，在嫁到童家的这些
年里，她时常听公公念叨，烧茶的
传统已经有300多年了，希望小辈
能坚持下去，多做好事。

童松达说到做到，不只是义务

烧茶，每天上下午，他还会拿着扫
把、畚斗，把家门口的几条马路义
务清扫一遍，家里更是拾掇得非常
干净、整齐。

胡亚丽看在眼里，记在心里，
作为童家的儿媳妇，她说自己一定
会将这项善举延续下去：“童家人
十代烧茶，到我们这里不能断了，
乐善好施是我们童家人的传统，这
也是我们对祖祖辈辈的承诺。”

记者 朱琳

要将童家十代烧茶的善举传承下去

82岁老党员
捐献全身器官

本报讯（记者 郑凯侠 通讯员 孙丹
静 陈彦翰 文/摄）在7月1日到来之际，
镇海骆驼街道中街社区的工作人员接到
一个特别的电话，一位老人表示，希望通
过社区帮忙联系镇海红十字会的工作人
员，完成自己的一个心愿。

这位老人名叫包宗龄，今年已经82
岁高龄了，是中街社区和润坊的一位居
民。

“自己一辈子平平凡凡，身为一名老
党员，党龄32年，入党晚一直是我心中的
遗憾，也没有为国家做出过多大的贡献，
今年82岁的我自愿捐献出自己的全部器
官和遗体，这是作为一名老党员能为国家
做的最后的贡献了。”包宗龄的心愿令社
区工作人员肃然起敬。

了解到包宗龄的心愿后，中街社区马
上联系了镇海红十字会的工作人员，第二
天一起来到了包宗龄家中，上门为他登记
遗体捐赠志愿。

包宗龄一个人居住，家中和前院都收
拾得干干净净，家里最多的物件就是报刊
书籍和作文纸。他的邻居告诉记者，包老
平时最大的爱好就是写作，常常喜欢在家
里创作，用文字记录自己的人生。“或许是
书读得多了，他想得明白，一般这个年纪
的老人这么‘前卫’的可不多。”

包宗龄说，他非常支持并提倡“白事
简化”这个理念，也不希望自己百年以后
的后事麻烦到子女。填完遗体捐赠志愿
书，包宗龄老人从书柜中翻找出一本笔
记，他翻开第一页指着一张黑白照片说
道：“这是我和吴运铎老师的合影，他的那
句‘把一切献给党’激励着我的一生，退休
前我在工作岗位上勤勤恳恳，退休后我更
想把我的一切，包括我的身体都奉献给
党，奉献给社会。”

据了解，吴运铎是新中国第一代工人
作家，被誉为中国的“保尔·柯察金”。吴
运铎撰写的自传《把一切献给党》，鼓舞了
一代代人，其中就包括包宗龄。

此外，在“心系群众·血浓情深”无偿
献血暨造血干细胞捐献志愿者招募活动
中，来自镇海检察院、环保局等单位的12
名党员成为了造血干细胞捐献志愿者，向
党的99周年生日献上一份特别的礼物。

“我知道捐献造血干细胞对身体健康
不会有影响，在这个特殊的日子，我想做
点对他人有益的事情。”镇海区环保局工
作人员钱皆余认为参加造血干细胞活动
很有意义。

据了解，采集的血样将在省血液中心
完成HLA（人类白细胞抗原）分型检测后，
录入“中国造血干细胞捐献者资料库”。
截至目前，镇海累计有造血干细胞捐献志
愿者千余人，并有7位志愿者成功实现捐
献，为挽救患者生命做出无私奉献。

包宗龄老人郑重地签下遗体捐赠志愿书。

义务烧茶持续十代人300多年
宁海前童童松达家族将“烹茶以济行人”的承诺代代相传

宁海县前童镇鹿分村 480
号，住在这儿的老人叫童松达。

从清朝时期开始，童松达家
族就在宁海县前童镇黄洋市路
廊义务为过往行人提供免费茶
水，到童松达这一代，已有 300
多年。

“烹茶以济行人”，是童松达
家族十代人代代相继的承诺。

到底是什么让他们坚持了
300多年？6月30日，记者来到
了童松达家中探访。

自制纯中药酸梅汤
6月30日上午10点多，80多

岁的童松达正在灶台前忙着，烧开
一大锅水后，将陈皮、甘草、乌梅、
薄荷叶、山楂倒入灶台的大锅里，
再烧上20分钟，香味便扑鼻而来。

接着再放上冰糖，继续烧，等

到熬浓、入味了，再在锅里焖一小
会儿，一锅纯中药酸梅汤便制成
了。

“从去年开始，夏天我们就烧
酸梅汤，消暑解渴最好，特别是汤
凉了以后，大汗淋漓的路人喝下

去，能防止中暑。”童松达一边用汤
勺搅拌着锅里的酸梅汤，一边对记
者说。

到了冬天，酸梅汤换成了红枣
姜茶，高压锅煮出来的姜茶既暖身
体，又暖人心。

从小跟随父兄义务烧茶
“现在我年纪大了，腿脚也不太

好，烧茶主要是我儿媳妇在烧了。”
童松达说起了家族烧茶的故事。

自小，童松达就跟随父兄义务
烧茶，他知道，这是从清朝开始，祖
辈延续下来的传统。

童松达家族送茶的地点在黄
洋市路廊，黄洋市不是一个村，而
是一处集贸市场，这里商贾云集，
路廊也川流不息，且长年有烧茶

人，人们得以歇足纳凉、济渴消累。
童松达清楚地记得，夏天他们

在黄洋市路廊烧，冬天喝茶的人
少，就在家里烧好，用水桶担到路
廊去。

大概在他十四五岁时，因为父
亲、二哥的相继离世，烧茶的任务
就落到了他头上。

早晨天亮后，就把烧好的茶水
带到路廊，中午如果茶没了，就回

家再烧一锅。
茶叶、茶具等都是家里自备，

童松达从小就采摘自家种植的茶
叶，稍大就上山砍柴，都为烧茶准
备着……

他说：“我们家烧的茶，过夜就
全部换新的，因为老辈人讲‘过夜
茶，毒如蛇’，既然做好事、做善事，
就要尽可能做彻底，大不了多花点
力气呗。”

从路廊到宁海县城“四个门”
时光荏苒。1987年，前童到

岔路公路通车，黄洋市路廊从交通
要道变得“门前冷落车马稀”。

2016年，省道穿越马鞍岭隧
道，前童到县城更快、更近……再
加上近10年，中国进入“汽车时
代”，轿车几成家庭必备，分分钟即
可四通八达，用不着在路廊歇脚、
喝茶。

如今，路廊歇脚烧茶已经慢慢

淡出了大众的视线，而黄洋市路廊
由于乏人管顾，路廊倒了，但童松
达的烧茶脚步却没有停下。

老人带着自己的儿子在宁海
县城的“四个门”——东门白峤岭、
南门黄土岭、西门路廊、北门路廊
烧茶、送茶。

童松达有两个儿子，大儿子很
早就去世了，几年前，童松达也因患
脑梗，导致行动不便，走不了远路。

于是，大儿媳胡亚丽毅然承担
起了烧茶的重任。她时常推着一
辆三轮车，车上放一个茶缸，里面
正是刚刚烧好的茶，但凡节假日和
天气特别热的时候，就来到附近的
前童古镇景区，为游客送上一杯
茶。

去年，她还自己寻找了纯中药
酸梅汤的配方，夏日里成了路人解
暑的好东西。

童松达和儿媳胡亚丽把烧好的酸梅汤端出家门童松达和儿媳胡亚丽把烧好的酸梅汤端出家门，，送给路人喝送给路人喝。。 记者记者 崔引崔引 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