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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山相连，溪水淙淙，房屋错
落有致散落在翠绿之中，走在德
清县武康镇长春村，扑面而来的
乡间气息让人流连。绕过一片
400 多亩的生态农庄，踏进位于沈
家组9号的三层小洋房，在客厅正
前方显眼的位置，一张老旧的全
家福将我们拉至上世纪70年代。

照片里，一家8口紧凑地站在
一间茅草屋前，屋顶稀疏的稻草
间露出白色的天空，年仅5岁的黄
建南眉头微锁，眼神懵懂，二哥黄
建华咧着嘴笑。

茅草屋是黄建南父母的婚
房，婚后又住了20多年，那时是黄
家最为落魄的岁月。父母两人挣
工分，8 口人吃饭，家里穷得根本
没有能力去修补茅草屋，“屋漏偏
逢连夜雨”的窘境时常上演。

1975 年，“房屋实在没法儿住
了，修都修不好”，在县政府的帮
助下，黄家准备拆除茅草屋，新造
木结构房屋。为了留下纪念，黄
建南的一个远房亲戚从照相馆请
来师傅，“咔嚓”一声，把这个普通
农村家庭的生活瞬间定格住。

住进木结构房后，黄家不再
担心风吹雨打的凄凉，然而，贫穷
依然像是挥之不去的阴影。上了
学的黄建南，还时常感受到因贫
穷而带来的伤感。

“那个时候上早操，几百个学
生站在一起，我总是被当众点名，
就因为家里没钱，又欠了学费。
上初中时，要从长春村去上柏中
学上学，那时家里条件稍好的孩
子都骑自行车去，可我每天都要
走近3公里的路。”

黄建南的求学时期，也正是
新中国开始翻天覆地变化的阶
段。对黄建南一家影响最大的是
1982 年，国务院明确提出“允许农
民进城开店、设坊、兴办服务业、
提供各种劳务”的经济政策。从
上世纪 80 年代中期开始，黄建南
的哥哥背着行囊进了城市，融进
了第一波务工潮。

16 岁那年，黄建南也开始跟
着大哥学油漆手艺，辗转杭州、湖
州等地，四处打工，自食其力，黄
家涌现了村里少有的外出务工人
员。

1992 年，成了家的大哥、二哥
手头宽裕了些，分别在老家造起
两幢二层水泥楼房。黄建南也和
三哥联手，在父母的帮扶下，盖起
了一幢二层水泥楼房。

那时候，外出务工、下海经商
成为农村人改变命运的重要途

径，陆续有许多人离开土地，进了
城市。二姐黄国芬婚后同丈夫去
了苏州，开了间杂货铺，生意日渐
稳定，因缺少人手，便邀弟弟前来
帮忙。去苏州前，黄建南跟自己
的二层楼房合了张影。

那年黄建南 21 岁，与苏州结
下了不解之缘。在杂货铺工作的
3 年，黄建南结识了现在的妻子张
香云。1996 年，两人结婚。黄建
南说，自己真正生活好转是在结
婚之后。

上世纪 90 年代末，汽车行业
发展迅速，小汽车开始进入寻常
百姓家。凭借自己精湛的油漆技
术，黄建南在苏州开始涉足汽车
喷漆、机械设备养护等工作，“那
时候真的是不分白天黑夜，有时
候做工一直到凌晨一两点”，正是
凭着那股干劲儿，黄建南的生活
有了很大起色。

婚后不久，黄建南便在苏州
分期付款买了一套 190 多平方米
的房子，第二年就付清了所有房
款。2002 年，黄建南迎来了事业
高峰。那一年，在进行了几轮国
企转企改制的浪潮后，苏州市政
汽车修理厂开始转制承包给个
人，黄建南毫不犹豫承包起了汽
车修理厂。

此后，黄建南的事业扶摇直
上。

在苏州生活了 20 多年，可故
乡始终召唤着黄建南，回乡后的
他，看到了家乡的巨变。街道整
齐划一，公路四通八达，邻居们的
旧房子都变成了小洋楼。家乡的
美景、村庄的变化，让黄建南想

“落叶归根”。
2010 年，黄建南在老房子不

远处获批了一块宅基地，花了 100
多万元造起幢新式的三层小洋
楼，屋内装修豪华，家电一应俱
全。客厅正对门的一副对联“建
功 立 业 达 三 江 ，南 来 北 往 通 四
海”，是黄建南托一位当老师的亲
戚创作的，而字则由黄建南亲自
挥毫写下。

建完新房，黄建南始终想在
家乡做点儿什么。2011 年，德清
县土地流转已经推动了多年，长
春村的土地也开始流转，土地集
约化生产带来了巨大的商机。黄
建南于 2012 年回到家乡承包了
400 多亩农田，成立了浙江南凯生
态农业有限公司。如今，浙商回
乡投资渐成潮流，许多在外经商
的人，都开始重归故里。

新房内，黄建南特意把那张
1975 年拍的老照片，放大后裱起
来，挂在客厅里。“不忘过去的贫
困，珍惜今天的幸福。”黄建南指
着照片说。老照片的正下方，是

2009 年黄建南母亲 69 岁大寿时
拍的全家福。白发苍苍的老母亲
依然精神抖擞，扎着两条小辫儿，
定格在欢声笑语中。

如今，小洋楼的正前方便是黄
建南在建的生态农庄了，放眼望
去，杨柳依依，池塘秋意渐浓，各种
新鲜的果蔬预示着丰收在即。

德清农民从外出打工到返乡创业

老照片，讲述光阴故事

民情同期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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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我的祖国——来自基层联系点的报道

上世纪90年代建起的二层水泥楼房。

1975年的茅草屋留影。1975年的茅草屋留影。

新建的房子。

陆遥

杭州计划明年起针对生活垃圾
采取阶梯收费。2015 年起，各区垃
圾量超过控制目标2%的，超量部分
将按垃圾处理费结算价的 1.5 倍支
付；超过 4%，按 2 倍支付；超过 6%，
按 3 倍支付；同时，对实现垃圾减量
目标的给予激励。

垃圾处理难题，让许多城市一
筹莫展：每天从家家户户生产出来
的生活垃圾，如果一直增长下去该
怎么办？垃圾，从源头上就该控
制。不想被“垃圾围城”的杭州，决
定要采取总量控制措施。

垃圾是放错位置的资源，但如
果没有有效回收，这些放错位置的
资源就会对环境产生持续的伤害。
解决这个问题，垃圾减量化、资源化
是必由之路，垃圾分类是这条路径
上不可或缺的第一环。

从小范围试点到大规模推广，
垃圾分类已经走过十多年，但不可
否认的是，由于缺乏激励约束机制，
很多人依然认为“垃圾围城，是政府

要解决的事”；一些人起初还认真分
类，但看到垃圾桶里仍然是混合垃
圾，也就渐渐失去了动力。有地方
也曾试图出台激励或处罚措施，但
往往是刚一征求意见，便反对声四
起，最终只好不了了之。

既然不能单纯依靠公众自发养
成习惯来实现垃圾分类，就应当拿
出行之有效的激励约束手段，为垃
圾分类提供推力。针对垃圾收费的
行为，确实能在一定程度上给予市
民压力，帮助大家做好垃圾分类，减
少生活垃圾产生。为破解垃圾治理
难题，杭州市政府持续在发力：探索
垃圾机械生物处理新途径；升级垃
圾处理体系；规模化厨余垃圾处理
项目运行⋯⋯未来，杭州垃圾将以
焚烧处理为主、生物处理为辅、填埋
处理为保障。各种尝试，直指一个
完整美好的垃圾处理系统。

办法总比困难多，为破解垃圾
难题，各种方式都值得一试。与其
一味地将板子打在别人身上，每个
人不如从自我做起，从减少每天的
生活垃圾做起。

垃圾分类 如何突围垃圾分类 如何突围

天时

本报温州9月25日电 （见习记
者 陈小向 区委报道组 陈梦圆）
16 年，5000 多天，清晨或傍晚，在鹿
城区吕浦社区孔雀 15 幢的附近，经
常可以看到一个默默忙碌的身影在
打扫卫生。

“阿公我们都知道啊，他有时候
还把外面道路也打扫干净了。”这位
老人叫何毅，今年 91 岁了，自从
1998 年搬到吕浦社区，他就开始每
天清扫社区的垃圾，清扫的范围从
自家楼下不断扩散到社区的主路
上。

近日，何毅老人被温州鹿城区
评为“社区好人”。这是由居民群众
和各社区推荐，评选助人为乐、见义
勇为、诚实守信、敬业奉献、孝老爱
亲的身边好人先进典型。

何毅老人说：“我只是做了一件

小事，这么多年下来，也当成锻炼身
体的一种方式了。”91 岁的他和老
伴身体都挺硬朗，他们住在 4 楼，每
天上下走楼梯都很轻松。

像何毅老人一样，还有 9 人也
被鹿城区评为首批“社区好人”，他
们中有坚守 40 多年为市民提供伏
茶和热粥的红日亭爱心老人，为教
育事业四处奔走的老教师吴守德，
有全身心投入到社区管理工作的党
员周筱秋，有走家串户帮忙修理家
电故障的“百事通”施青松⋯⋯

为了帮助“好人”们排忧解难，
同时希望让更多人坚信做好事有好
报，做好事受尊敬，鹿城农商银行与
鹿城区委宣传部、区文明办共同设
立“道德公益基金”，鹿城农商银行
出资 200 万元，专门用于奖励“鹿城
好人”和“社区好人”。

温州：200万公益金奖好人

何毅老人在清扫垃圾。何毅老人在清扫垃圾。

白丽媛

从昨天开始，我省大部地区阴雨
天气暂告结束，好天气陆续开场。不
过，受高空槽和低层辐合系统影响，
昨天浙南地区出现了阵雨或雷雨，截
至 16 时，近 12 小时丽水面雨量 11.4
毫米，温州面雨量4.5毫米，最大降水
为青田武埠46.7毫米。阵雨的造访
抑制了浙南地区的回温热情，全省气
温一反常态地呈现“北高南低”的分
布，截至16时，我省浙北大部最高气
温 27℃至 29℃，浙中南地区最高气
温24℃至26℃。

从今天开始，我省大部分地区

开启多云模式。早晨全省最低温度
20℃至 22℃，白天最高温度在 28℃
至 30℃之间。秋分后，虽然天气渐
凉，但在气象学意义上，入秋有门
槛，要等到连续 5 天日平均气温小
于等于22℃才能进入真正意义上的
秋天。

不过，秋分过后，天气凉爽宜
人，秋天正缓缓走来。眼下，更有诗
意的，要属桂花飘香。古书有云，桂
子月中落，天香云外飘。这两天，杭
城的桂花仿佛一夜之间全部盛开，
到处都弥漫着沁人心扉的馥郁香
气。金桂吐蕊，意味着杭州一年中
最好的季节来了。国庆将近，西湖
景区的桂花也渐次盛开，大家不妨
多出门走走吧。

金桂吐蕊渐入秋

本报杭州 9 月 25 日讯 （通讯
员 范杨 记者 张帆） 杭州市 9 月
小客车增量指标竞价今天结束。9
月竞价的最低成交价为个人 33000
元、单位 21000 元，平均成交价为个
人36808元、单位24402元。无论最

低成交价还是平均成交价，均首次
突破 3 万元，比上月都大幅上升。
其中，个人平均成交价比上月增加
了 12274 元。而单位竞价最低成交
价也突破 2 万元大关，高达 21000
元。

杭州9月车牌竞价出炉

个人平均成交价36808元

本报记者 翁浩浩

【人物名片】陈素青，1957 年出
生，金华市公安局刑侦支队民警，被
授予公安部预审办案专家，全国打
黑除恶先进个人，省模范人民警察
等荣誉称号，荣立个人一等功 2 次、
二等功1次。

陈素青从来没学过中医，同事
却给了他一个外号“老中医”。原
来，中医讲究“望、闻、问、切”，而陈
素青把这套理论搬到办案中，练就
一套独门“读心术”。

从警 30 年来，他共侦办大要案
件 500 余起，捕诉各类刑事犯罪嫌
疑人 1300 余人，审讯突破疑难案件
300 余起，其中，公安部、省公安厅
和市公安局挂牌督办的重特大刑事
案件53起。

传说中的大神探陈素青，是一位
头发花白、慈眉善目的长者。思考问
题时，眉头皱成一个川字。

在同事眼中，陈素青就是一位
常年奋战在刑侦一线的“老黄牛”，
面对棘手案件，他可以几天几夜待

在审讯室里研究案情。
前段时间，为破一个案子，陈素

青晚上睡不踏实。从看守所回来
时，他一脚没踩稳从楼梯上摔下来，
脚趾骨断了 3 根。可他只在医院里
躺了 49 天，就“自作主张”出院，又
一头“扎”进大堆案卷中。

前年，陈素青和同事一起去杭
州审讯一起黑恶势力团伙案。前后
两个多月，陈素青最终将案件攻
破。从杭州回金华的路上，陈素青
所坐的车遭遇追尾事故，由于冲击
力巨大，虽然他系了安全带，胸口韧
带还是被大面积拉伤。因为第二天
要汇报案情，他忍痛回单位报到，硬
是没耽误一天工作。

一步一个脚印，陈素青逐渐练
就一套独到的“读心术”，屡破奇案。

今年 3 月 16 日，金华市区范围
内的 330 国道湖海塘边发现一具女
尸，身上捆绑一块 108 斤重的水泥
块。很快，警方初步锁定开黑车的
犯罪嫌疑人张某，但因为没有直接
证据，张某始终不认罪，3 个月过去
没进展，警方决定请陈素青出马。

陈素青先不着急审讯，而是一
遍遍翻看发案时的监控录像。此前

张某说，是被害人向他招手他才停
车，可监控显示，张某的轿车早就停
在路边。他为什么要撒谎？陈素青
认为，这很可能是想掩盖杀人动
机。同时，他了解到，张某有个女朋
友，正谈婚论嫁。

心中有谱后，陈素青决定和张某
正面对话。“业余时间，你都怎么打
发？”审讯室里，陈素青抛出一个拉家
常式的问题。“也就上上网，看看法制
类节目。”张某毫无戒备的回答，却引
起陈素青的注意：喜欢看法制节目，
或许就是张某如此镇定的主因。

“既然经常看法制节目，你应该
很清楚，再高明的案犯也逃不出法
网。更何况，我们已经掌握了你的
整个作案过程。”陈素青知道，这一
番话会让张某产生自我怀疑。果
然，张某额头冒汗。

“听说你和女朋友准备结婚，但
你现在杀了别人的女朋友，给别人
和自己都带来痛苦，你这么做，对得
起谁！”话到此，陈素青开始观察张
某的反应。沉默许久后，张某终于
交代因为急需用钱而动了杀念。

在金华公安的网站上，至今还
留着一封从西藏自治区公安厅刑侦

总队发来的感谢信。
8年前，西藏林芝地区一片密林

中，发现一具身中 60 余刀的男子，
警方迅速锁定嫌疑人——从事废品
收购的河南人方长灿。但面对民
警，方长灿坚持编造故事：当晚，他
遇到一个老友，对方和一名卡车司
机有过节。随后，3 人在密林中相
约，朋友和卡车司机动了刀，他阻止
时手被划伤，只好离去，完全不清楚
之后发生的事。警方前后录了 12
份口供，细节竟没有一点出入。后
来，公安部调派陈素青去西藏协助
破案。陈素青认为，12 份口供表述
的细节一点不差，本身就非常可疑。

“你能不能再说几个卖给你废
品的人，比如什么时间、卖给你多少
废品、价格多少？”陈素青的第一个
问题，就让方长灿傻了眼。“你用这
么残忍的手法杀人，他的家属会对
你怎么样？”陈素青乘势追问，决定
以掌握杀人证据的气势，来突破他
的心理防线。果然，方长灿先是沉
默不语，约1小时后，终于坦白了。

据统计，陈素青充当“救火兵”
角色，前后为外省市和全省各地审
讯突破重特大疑难案件75起。

“读心神探”惩奸恶
——记金华市公安局刑侦支队民警陈素青

最美浙江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