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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宁波9月15日电
记者 应磊 通讯员 叶建明

走在鄞州区东吴镇小白村宽阔
的主道上，两边农田生机勃发，路旁
景观错落，绿树密布，让人赏心悦
目，仿佛置身在公园里。“我们村有
专业的规划师，当然漂亮。”村党支
部书记史清来自豪地说。

两年前，规划师蒋建东受命来
到了小白村，成了驻村规划师。在
他的规划设计下，小白村处处有景，
巷道贯穿全村，路边花草芳菲，池塘
水悠悠。老人在树荫下闲谈，农人
在田地里忙碌，一派人与自然和谐
共生的美好景象。

“农村由于缺乏长期的规划，容
易无序发展。”刚来到小白村，面对
村子脏乱差的现实，蒋建东走村入
户，踏遍村庄角角落落，理出小白村
发展的脉络，编制出一个符合村落
实际的规划。根据规划，小白村又
编制了旧村整治方案和新村建设方
案，一个美丽乡村很快就显现在图
纸上。

规划之后，便要建设。蒋建东

又转型成为设计师、监理师，还成了
农村调解员。“每周我总有三天在村
里，村里做改造建设，真是千头万
绪。”从村子整体格局，到墙壁悬挂
的绿植品种，甚至拆迁调解，蒋建东
都要亲力亲为。

“以前，村里主要道路只有 2 米
宽，进出十分不便，而且路边景观杂
乱无章。”蒋建东介绍。根据规划，
小白村以应拆尽拆、能拆则拆的原
则，对路面加以拓宽，铺上沥青，人
行道用彩色透水砖铺设，同时运用
仿古青砖花坛、溪石花坛，墙面装饰
挂件等乡土元素，打造院落、沿路绿
化景观小品，增强观赏功能。

“在规划之初，我们就充分考虑
了小白村的空间、功能、形态和群众
需求。”蒋建东说。原先的荒地成为
公共停车场，淤泥塘变身景观池，破
旧农舍成为小公园，垃圾场变为生
态厕所⋯⋯短短两年，小白村起了
翻天覆地的变化。旧村整治同时，
新村建设也有条不紊地开展。“我们
专门规划了 15 亩土地，建设 146 套
住房，用来解决大龄青年和村中拆
迁户住房问题。”

村里来了规划师
现场新闻

本报椒江9月15日电
记者 陈敢 通讯员 陈胡南

“自从搞起农业采摘游，我家种
植的热带水果不用自己采摘就在田
头论个卖了。”今天上午，台州市椒江
区下陈街道杨家村果农刘美芳高兴
地介绍说。采摘游敲开致富门，刘美
芳家种植的水果论个卖，价格翻倍。

在 60 余亩的水果园里，温室大
棚里种着各种水果，有火龙果、百香
果、木瓜、青枣等，令人大开眼界。
刘美芳正戴着斗笠给火龙果剪花，
她告诉说，自己几乎每天都在地里
看护这些“宝贝”。

这里的火龙果体型较小，只有
四五两重，颜色也偏紫一些。刘美
芳当即切开一个火龙果，里面的瓤
居然是红心的，皮也比一般的要薄，
原来这是从台湾引进的热带水果。

“一般一个二三十元。”刘美芳说。
超市的普通火龙果大约 6 元一斤，

而她的火龙果却是按个卖，价格也
贵了几倍。和火龙果一样，她家的
百香果、木瓜、青枣也比普通的同类
水果贵许多。

这么贵的水果有人买吗？刘美
芳轻松地笑笑说：“我家的水果现在
从不上市，每天都有人来地里采摘，
供不应求。”她还说，有一个小孩不
喜欢吃市场上买来的水果，但是她
家的水果一吃就上了瘾。

刘美芳说，上午就有几批顾客
前来地里采摘水果了，收入不错。
由于附近企业较多，有些老板常常
开着车来采摘，当作礼物送给好友。

果农刘美芳不仅种植水果，还
经营了一家渔家乐，游客既可以体
验采摘的乐趣，还可以到鱼塘里钓
鱼、在农庄里吃饭。“我现在感觉果
园面积太小，水果不够大家采摘，下
阶段计划扩大种植面积，种更多新
品种。”刘美芳憧憬着更大的“特色
水果梦”。

农业采摘游敲开致富门

椒江：热带水果论个卖

果农刘美芳正在地里采摘火龙果。

本报临海 9 月 15 日电 （记者
斯信忠 通讯员 陶晓庆 翁益勤）
11 时 15 分，上午最后一节课的下课
铃响后，临海市涌泉中学的初一新
生史晶红就像往常一样，到食堂打
上可口的饭菜，然后来到教职员工
的宿舍，给随读的瘫痪母亲送中餐。

今年 13 岁的史晶红，母亲是位
小儿麻痹症患者。从云南嫁到临
海，生下了小晶红，生活就一直过得
艰难。六七年前，晶红的母亲不幸
患上了脑萎缩，花费了巨额费用。
更为不幸的是，去年 10 月母亲因高
血压引起中风，下肢瘫痪，生活完全
不能自理。

多年来，父亲为了生计，外出
打工，但小晶红却用稚嫩的肩膀，
扛起照顾残疾母亲的重任。读小
学的三年间，她每天 5 点钟准时起
床，到村里的菜摊买几样菜，为妈
妈准备好早饭和中饭后，然后骑车
去上学。下午放学她就立即回家，
打 理 照 顾 母 亲 ，做 晚 饭 ，年 复 一
年。幸亏这个坚强的孩子学习勤
奋刻苦，成绩不错，一墙的“三好学

生”的奖状，成为一贫如洗的家中
最亮眼的装饰。

今年 8 月，史晶红要上初中了，
但听说学校规定学生要统一住校，
喜欢读书的史晶红为难了，她放不
下母亲，本打算辍学。“能不能把妈
妈背到学校里跟我在一起？”此时，
一直关心她家的村党支部书记孔先
顺，向校长李翼反映了其家庭现
况。学校立即派车将史晶红的母亲
接到校园与史晶红共同生活，并专
门调剂出架空层上的二楼朝南带阳
台、卫生间，不潮湿，靠近楼梯的房
间，给母女俩居住，学校还免除了两
人的食宿费用，这样每月就可为母
女俩省下生活费1300多元。

为了使母女俩生活更方便，学
校为史晶红的新家新添了桌椅、电
风扇，还发动志愿者，在班主任冯济
强老师和校团委书记的带领下，每
天几次将史晶红母亲背到楼下，在
操场上散步，呼吸新鲜空气。涌泉
镇领导得知情况后，马上派人前去
慰问，并鼓励史晶红努力完成学业，
长大后回报社会。

政府学校齐伸援手

史晶红：背瘫痪母亲求学

百姓故事

本报宁海9月15日电
记者 陈醉 县委报道组 陈云松

单季稻收割季临近，但宁海桑
洲岭南村一片水稻梯田却静悄悄
的，连麦穗都还没长齐。

“别急！别急！我们不赶着卖
稻谷，只卖颜色。”70 多岁的老农章
良秋自言自语，像是对我们说，又像
是安慰自己。他的 5 亩农田就在这
片没有动静的水稻田里。“能不能改
变一直来的低收益，就看今年的色
彩实验了。”

岭南村是个山区小村，很多土
地并不肥沃，以前种水稻，一年也就
几千块钱收入，后来种油菜，收成一
般。这些年，全村已经换过几种作
物了，今年试种了一些有颜色的水
稻品种，等待结果的过程，对村民来
说是焦心的。

顺着章良秋所指的方向，站到
略高一些的位置，从上往下看，眼前
的水稻呈现出各种色彩、高度和大
小，已经隐约出现了三角形、条状
形、笑脸等图案。不过，水稻的大分
别还没有“长”出来，连农民自己也
分不清哪片属于哪个品种。粗粗
算，田里大概有15个水稻品种。

几年来，桑洲镇一直在探索农
旅结合，比如种植油菜、搞采摘游
等，可是一直没有找到本土特色。

“我们本地有红米、黑米，为何不能
再种些绿米、黄米、紫米，想办法卖
颜色呢？”一个老农民随口提议，给
了全镇灵感。可是，问题来了，要
种出颜色，得有彩色水稻种子才
行。

“彩色水稻都是有知识产权的，
不会轻易给，大规模去买，农民投不
起这个成本。”驻宁海桑洲镇科技特
派员、市农科院专家安学君说道。
他利用自己农科院科技特派员的身
份找到了上海农科院，也才拿到了
紫色和金黄两个品种。

“要不我们直接去农田里‘借’
点种子来吧！”安学君带着一群农民

开始到各地农民兄弟田里讨种子。
一次，他们赶到北京郊区农田，看见
久寻不获的紫色稻穗成片摇摆，激
动得抱在了一起。接下来的两三天
时间里，他们天天在田地转悠，买了
北京烤鸭、啤酒，瞅准时机和北京农
民套近乎、拉家长，好不容易讨来了
一小把稻穗，小心地用手帕包着，带
回了宁波。

“有时候，实在要不到，就半夜
偷偷去田里捡掉下来的稻穗，能捡
几颗是几颗，我们只要能种出一株
苗，来年就能一发十，十发百，自己
培育出种子来。”安学君说道。

就这样，一个个彩色水稻品种

跌跌撞撞来到了小山岗，今年五月，
小山村开始播种水稻。

这天，小山村 13 亩农田的播
种，竟来了几十个人，有的在田里拉
桩线、打桩，有的四个人一组配合插
秧，两个人负责插，一个人在旁边督
促，还有人站在高处喊话：“往左、再
往左⋯⋯”

“他们是在把彩色水稻种点图
案出来。”章良秋说道，可没想，想想
容易做做难。“借”来的水稻种子参
差不齐，有的可能只有几颗种子，有
的可能有一大袋，拼了图案才发现
哪色的种子不够了，缺了一块，他们
只能挑最简单的图形。

最难的是那个圆形，打桩打不
出来，让广告公司做了一个模型过
来，又摆不进去，没办法，他们只能
用上了最“土”的办法——圆中心位
置插了一个竹竿，种田的人把线吊
在皮带上，拉紧绕着一圈一圈地
种。“水稻田里种图形比较难，要种
好几行才能有明显效果。仅仅几亩
地，种了两天才种完，手机电板打光
了好几块。”章良秋说道。

几周后，稻苗长大了不少，颜
色开始显现出来。不过，章良秋
说，今年只是测试能种出几种颜色
来，并留些种子下来，计划会有 100
斤左右的种子收成。到了明年，就
能扩大规模，真正把颜色“绘”起
来。

“比如，我们想在田里用色彩种
出摩斯密码，请游客置身其中来解
码，或者，请游客用采摘的方式，自
己绘出色彩图案等等，互动体验色
彩的魅力。”桑洲镇镇长陈伟荣抛出
了一幅“彩色实验”的终极目标图，
令人期待。

宁海山野间有片彩色实验田——

不卖稻谷卖颜色

记者 戴睿云
通讯员 詹敏威 戴青

本报讯 6 个旧手机、2 个废旧
充电器、1 根废弃的数据线、1 个旧
电板⋯⋯近日，在杭州东新园社区
门口的垃圾分类智能回收机前，下
城区公安分局的郭菲拉，将同事们
收集起来的电子垃圾贴上机器吐出
的二维码，投入回收桶，并用爱心卡
积分。

下城区“变废为美，从我做起”
垃圾分类爱心公益行动，近日在东
新园社区拉开了帷幕。市民投放废

旧物品时，可从下城区设点的 8 个
社区获得“爱心公益积分卡”。所有
爱心积分将被兑换成爱心慈善款，
汇入活动专设的下城区慈善总会下

“变废为美”账户，帮助家境困难的
儿童、女大学生和困难妇女、空巢老
人等。

“爱心卡投放两天来，仅街道居
民垃圾分类献爱心累积的积分就达
17 万分。如果大家都来做公益，滴
水汇成河，慈善的力量不可想象。”
垃圾分类智能回收机研发单位、杭
州朗盾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吴冰心
说。

启动仪式现场，来自下城区各
个街道的 8 名家境困难的女大学
生，成为首批受益者，现场接受每人
2000 元的爱心捐助款。郭菲拉说，
今后下城区公安分局下属派出所巾
帼文明岗每月都会收集可回收垃
圾，集中就近投放，献爱心。

由下城区妇联、区总工会、团区
委、区科技局、杭十四中组建的 5 支
垃圾分类爱心志愿者小分队，还被
授予了队旗和爱心公益卡。他们将
作为一支重要力量，支持垃圾分类
爱心公益行动后续活动。他们将每
月两次去往下城区 8 个街道，对社

区居民进行垃圾分类知识宣讲活
动，发放“爱心公益积分卡”。

负责废弃物回收的杭州绿联再
生连锁有限公司，将负责每月将“爱
心公益积分”兑换成现金，汇给下城
区慈善总会下“变废为美”账户，由慈
善总会对爱心公益资金使用情况进
行审核监督。“居民在领爱心卡的同
时，也能领取为自己兑换礼品的积分
卡，我们都鼓励欢迎。”吴冰心说。

据悉，今年年底前，会有 103 台
垃圾分类智能回收机投放到下城区
各个社区，滨江区的彩虹城也将在
近期铺设到位。

杭州启动垃圾分类公益行动

垃圾归好队 随手献爱心

本报江山9月15日电
记者 杨振华 见习记者 何双伶
市委报道组 郑积亮 余静轲

江山市峡口镇王村集市上，
王振富的摊位前，颇为热闹。近
前一看，吸引人们驻足的，是一件
件栩栩如生的竹编工艺品。

“这只鸡威风，多少钱？”在一
只竹篾编制的公鸡前蹲着看了好
一 会 儿 ，一 名 妇 女 大 声 问 王 振
富。只抬了抬头，王振富说了一
句：“东西不卖的，摆出来大家看
看，我是要招徒弟。”他指指边上
的展板，又继续低头编手里的一
个竹篾花瓶。

边上有三块展板立着，一块
是“中国竹编概述”，一块是非遗
文化竹编介绍，还有一块才是王
振富到集市摆摊的目的：招收学
徒。男女不限，免收学费，包吃包
住，学会为止。

“包吃包住，学做篾现在还有
饭吃吗？”赶集的人围过去看看，带
着些许嘲笑，顾自走开。又有不明
情况的人顺着集市的街道走来，发
现摆满一地惟妙惟肖的竹编动物，
或蹲或站，和“老板”王振富聊上几
句，看看展板，笑着离开。

作品叫好，但就是“叫”不到徒
弟，王振富已经习惯。这不是他第
一次摆摊寻徒弟，从 8 月初开始，
他已到峡口镇集市上摆过两次摊，
每次都悻悻而归。面对赶集村民
的嘲弄和不解，沉醉在竹编工艺中
的王振富，泰然自若，继续编织着
手里劈成细线般的篾条。

“现在塑料制品很多，价格又

便宜。竹编是纯手工，价格肯定
高，没什么人用了，更没人愿意
学。”69 岁的王振富，17 岁开始跟
师傅学做篾，上世纪90年代后，塑
料制品逐渐取代竹制品，他只好
去种植经济作物或打工，做篾成
了副业。

临近中午，赶集人减少，看热
闹的人也没有了。王振富收起展
板，再将竹艺作品一一拿回家。
从人声喧哗的集市，回到他自称

“仙霞竹编工作室”的家里，王振
富一一介绍起自己的竹艺作品。

站在仙鹤、孔雀等活灵活现

的竹艺作品间，王振富开始述说
自己对竹编的感情：“大概2000年
以后，我重新开始做篾。但是竹
席、竹篮、竹畚箕这些都没人用
了，怎么办？我就想，既要实用，
又要有观赏价值，然后就开始做
清明馃盒、花瓶等。”

2009 年，王振富成为江山市
竹编工艺非遗项目传承人，之后
受聘于江山长台小学，每周到学
校教授竹编课程。看到这么多小

“徒弟”，王振富却开始担忧：原来
带过 5 个徒弟，早就不干这行了，
竹编技艺如何传承？

“学做篾没个三五年出不了
师。孩子们上的是兴趣课，一周一
课，一堂课40分钟。做篾首先要学
劈篾，孩子们用的篾丝都是我准备
好的。”王振富一面说一面伸出粗
糙的手掌道，“不浪费掉很多竹子，
手指不受点伤，是不可能学会的。”

道别时，王振富郑重地告诉
记者，他正在编织十二生肖、龙凤
呈祥等竹编作品，希望能建造一
个竹编工艺非遗文化展馆。即使
最后招不到徒弟，也能让做篾这
个逐渐消逝的老行当，让后人还
可以真实触摸。

竹编手艺少传人，江山老行当不想消逝——

老篾匠赶集寻徒弟

王振富现场演示竹编技艺。 记者 杨振华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