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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我的祖国——来自基层联系点的报道

见习记者 李文芳

丹桂飘香的季节，从南太湖
渔人码头望去，太湖水面碧波荡
漾，鸥鹭款飞。离太湖直线距离
不到两公里的梅东花园社区，整
齐划一的楼房傍水耸立。

天刚蒙蒙亮，小梅村村民王
正方便带着雇用的十几名伙计，开
着自己的高踏网船驶进了太湖深
处。看好风向，找准地点，一网撒
下去，至少 2 到 3 万斤鱼。9 月以
来，太湖迎来了大型捕鱼期。

难以想象，解放前，南太湖沿
岸还是大片荒滩，小梅村村民靠小
木船打渔，一网打几十斤，渔民们

“上无片瓦，下无寸土”。按照现在
小梅村村支书沈伯冬的话说，“那
时的渔民苦，住的三面靠水，一面
靠天；打渔要上看天、下习水”。

1967 年，王正方出生在小梅
村一户渔民家里，从小看着父亲
打渔长大。那时候没有房屋，船
就是家，太湖里的鲚鱼、白虾、银
鱼养活了他。

小梅村集体以渔为生的模
式，在改革开放后慢慢被打破。
1983 年，小梅村进行了经营模式
的改革，从单一的太湖捕捞向多
种经营发展，靠天吃饭的渔民也
开始寻找新的致富路，催生了第
一批“洗脚上岸”的村民。年仅16
岁的王正方初中一毕业，就果断
走下了渔船，踏进了乡办企业，成

了小梅村第一批走下渔船的人。
上世纪 90 年代，小梅村渔民

有的做起了运输，有的出去打工、
经商，有的依然以捕鱼为生。不过
渔民的作业工具有了很大改进，从
木船到水泥船再到机械船，生产资
料的变化让部分渔民以渔致富。

同一时期，太湖渔业资源也
一度萎缩。工业飞速发展，导致
太湖流域污染加重，对水产资源
造成了严重影响，加之农业化肥
使用量过大，居民生活垃圾、生活
废水等也对太湖沿岸造成污染，
鱼的种类和捕捞产量逐年减少。
小梅村渔民被迫转产转业。

1991 年起，国家启动第一期
太湖治理工程，其后的数十年间，
投资逾百亿元。

为了让清水流入太湖，近年
来，湖州市以壮士断腕的决心，力
断入湖的污染源：累计投入20多亿
元，清除太湖水面养殖围网；先后
关闭瑞森造纸厂、三狮水泥厂、白
雀水泥厂等全部工业涉污企业；整
体拆除湖鲜街24条水上餐饮船，每
年减少直排太湖污水 10 万余吨。
随后，实施生态修复、蓝藻打捞、养
殖场户清理、污水处理厂改造提
升、污水管网扩建等一系列工程。

与此同时，2007年5月，太湖

度假区管委会启动了小梅村渔民
居住上岸安居工程，先后拆除居
家船和辅助船只230条，在小梅港
东岸建造了 3 万多平方米的渔民
新村，总投资达9000多万元，减少
直排太湖的生活污水 60 余万吨。
2007 年 12 月，渔民上岸安居工程
正式实施；2011 年 8 月起，184 户
渔民陆陆续续搬进了住宅小区，
世世代代生在船上、长在船上的
小梅村人，终于全部上岸。

“床不摇了，桌子放平了，睡
得也安稳了，心里头也感觉舒坦
多了。”已经在太湖上漂泊了近
60 年的朱金福老人提起现在的
生活，满脸的喜悦。

南太湖，开始散发出独特的
自然之美，蓝藻少了，水变清了，
鱼儿也多了起来。小梅口两侧，
渔人码头开始再造景观长廊。

看着太湖越来越美，渔业开
始回暖，王正方想到重回太湖。
2006 年，王正方申请了高踏网作
业捕鱼证，随后又花了近 30 万元
购置高踏网作业船只，雇了伙计，
开始规模化捕鱼。

南太湖的秀美风光推动了旅
游产业的发展，小梅村的村民也
开始从青山绿水中得利。有些村
民当起了观光轮渡的驾驶员，有
些从事蓝藻打捞、生态捕捞，有些
直接在渔人码头开起了小茶馆，
有些驾驶着家里的古式帆船作为
太湖的背景船⋯⋯

湖州小梅村村民王正方——

重回太湖当渔民

见习记者 翁杰
区委报道组 周洁 通讯员 邹娜

清晨，任央昌早早地赶到码
头，在女婿张岳军的渔船上帮
忙。码头上进进出出的渔船，勾
起了任央昌的回忆。新中国成立
以来，他这一辈渔民所经历的渔
业巨变，一幕幕地在脑海中重现。

1946 年春，任央昌出生在舟
山一个叫樟州的小渔村。当地百
姓以渔为生，他家也不例外，祖辈
数代都是渔民。小时候，父亲出
海，用的是木帆船。船不大，只能
容纳几人，没有动力，全靠海风吹
动桅杆上的篷帆，以及摇动船
橹。作业方式落后，渔村非常贫
穷，全村都是茅草屋，村民们吃了
上顿没下顿。任央昌儿时最开心
的事，就是父亲捕鱼归来，将水产
拿到集市上换成白薯和米面，让
一家六口稍解饥肠。16 岁那年，
任央昌也成了渔民，摇着撸，驾着
老式木帆船出海谋生。

其后，任央昌度过了 3 年军
旅生活。退伍归来，他开上了具
有机械动力的机帆船，这种船保

留着桅杆篷帆，船橹却不见了。
1969 年，任央昌因捕鱼能力出
众，当上了机帆船的“船老大”。3
年后，他又因所指挥的机帆船捕
获量遥遥领先，被大家推选为樟
州渔业合作社负责人，成为“带头
船老大”。

这期间，渔船正在迅速发生
着变革。机帆船很快被木壳船取

代，动力、吨位显著提升；上世纪
80 年代以后，带冰作业逐渐普
及，渔船不必每天回港卸货。

靠海吃海。渔业的大发展，
让樟州村发生巨变。上世纪七八
十年代开始，村集体资产迅速增
长，村里盖起船厂、冷冻厂，还成
立了樟州渔业公司。短短 10 多
年，村民住宅也经历了“三级跳”：

从茅草屋到瓦房，再到家家户户
建起新楼房。

1990 年，“财大气粗”的樟州
渔业合作社一口气打造了 6 条总
造价超过百万元的钢质船，一时
轰动舟山。任央昌又在钢质船上
安装鱼探仪、定位仪、雷达等设
备，开始现代化科技捕鱼。

上世纪 90 年代中后期起，随
着渔船捕捞能力不断提升，东海
渔业资源迅速衰退，大黄鱼、乌
贼、带鱼等东海主要经济鱼类急
剧减产。已经弃渔上岸专心当村
委会主任的任央昌，看在眼里急
在 心 里 ，于 是 联 合 14 名“ 船 老
大”，多次联名向国务院写信，要
求开设禁渔期，保护渔业资源。

令任央昌欣喜的是，东海渔
业资源衰退的现状很快引起了党
和政府的重视，不仅开设伏休期，
还在浙江大力开展“一打三整治”
等修复渔场专项行动，渔业资源
正逐渐恢复。看着女婿张岳军和
其他“船老大”每年的捕获量逐渐
稳定，曾一度绝迹的乌贼、大黄鱼
等又重新回到老百姓的餐桌，任
央昌心里美滋滋的。

舟山“带头船老大”任央昌——

靠海吃海更护海

本报讯 （县委报道组 张肖斌
记者 斯信忠） 近日，远在沈阳创业
的四川籍商人何荣锋带上礼品，千
里迢迢赶到仙居县福应街道杨府
村，看望恩人戴杏芬。

相隔千里，戴杏芬缘何成为何
荣锋的恩人？

1993 年春，17 岁的四川少年何
荣锋和两个穷伙伴一起，想到浙江
温岭找亲戚一起打工。哪知到了杭
州后，已经身无分文。3 个少年风
餐露宿，一路乞讨走向温岭。饥寒
交迫几天后，何荣锋等人走到了位
于 35 省道边上的仙居县杨府乡杨
府村（现属福应街道），得到了村民
戴杏芬的帮助。

“由于手中没盘缠，多天来乞讨

的狼狈之相，让人们觉得我们不是
正经人，很少有人理睬，要不是当初
异乡姐姐和她父亲的救济，我们就
没有现在。”今天，在 20 年前曾留宿
过的戴杏芬家里，高大的何荣锋拉
着戴杏芬的手，亲切地直呼“姐姐”。

何荣锋回忆道，当时，好心的戴
杏芬将他们接入家中，给受伤的何
荣峰吃了消炎药并处理了伤口。同
时，戴杏芬还想尽办法为 3 个陌生
少年寻找打工差事，但最终，因仅能
找到一个人的工作，3 人按原计划
到了温岭。

“临走时，姐姐还给我们每人
10 元钱作路费，还让我们带上馒
头和香蕉。”之后，何荣锋等人又
辗转来到沈阳。在创业打拼过程

中，何荣锋时刻铭记戴杏芬的忠
告：诚实守信。20 多年的打拼，凭
着这一人生信条，何荣锋由打工
仔，变成了承包人，成为当地家具
行业和涂料行业的一位老板，现
是资产上亿元的沈阳玖玖利峰集
团的董事长。

繁忙的打拼，并未让何荣锋忘
记异乡的好心人，多方设法联系、寻
找戴杏芬，但由于何荣锋的乡音差
异，将戴杏芬听成了“代信芬”，信件
联系，公安查询，皆无结果。

去年 3 月，几经周折，何荣锋终
于打听到了戴杏芬的下落。此时的
戴杏芬，正和家人在临海杜桥镇经
营小吃店。取得联系后，何荣锋和
爱人就从沈阳赶来，见到了挂念 20

多年的恩人。为了报答当年的恩
情，何荣锋拿出一张百万元支票给
戴杏芬，但被婉言谢绝。戴杏芬说：

“你有出息，我很高兴，这就够了。”
临走时，何荣锋花了 10 多万元买了
昂贵的虫草等高级补品，悄悄地留
给她。但几天后，戴杏芬和爱人专
程来到沈阳，将礼物送还。

一年多来，戴杏芬和何荣锋像
亲戚一样保持联系。今年 7 月，戴
杏芬受何荣锋邀请到沈阳，到东北
旅游了一周。戴杏芬和何荣锋的故
事经当地媒体传播后，成了一段佳
话。制片人、北京三鸿门文化传播
公司董事长张皓说：“这是不可想象
的人间传奇，我打算拍一部感动人
间的纪实影片。”

农妇戴杏芬20年前的善举成佳话

滴水之恩救人一生

百姓故事

雪声

从外地旅游回来晚了，顺便想
改善一下口味，就到车站旁的夜排
档去点了几个菜，感觉不便宜。也
难怪，国庆节客人多，菜肴原料涨
价，贵一点情有可原。但夜排档主
人的一句话让我有所感慨，他说：

“你是本地口音，我不会宰你，外地
人那价格就不一样了。”他透露，这
几天有时一桌菜能卖四五千元。

其实以前非假日时接触这类排
档，我也清楚本地人与外地人的买
单价是有些区别的，管理规范一些、
自律意识强一些的变化还不怎么
大，反之，价格相差较大，当然在旅
游景区，不是每家都听口音报价，但
占了相当比例。且这种现象应不属
于个别地区，具有一定的普遍性。

相信外出旅游过的人，在没有
熟人陪同的情况下，大多有过消费
被宰遭遇。这首先涉及到管理问
题，政府部门的价格管理和经营单
位的内部管理，否则也不会出现一

条鱼上千元，说好是 100 元一条鱼
结账时变成 100 元一斤之类的新
闻。对于本地人，那些旅游服务行
业单位之所以不会宰、不敢宰，那是
因为本地客经常要来消费，对行情
也比较了解，处理挨宰也更有办
法。而没经过熟人介绍的外地客进
来，因为偶尔来一下，相对处于弱
势，自然容易“被暴利”。

听口音报价的行业潜规则，还涉
及到经营业主的道德水准、诚信意
识。以出租车行业为例，以前车主听
客人是外地口音，往往会绕远路，现
在这类现象基本绝迹，因为副驾驶座
前就公布着管理部门的举报电话，事
后的处罚也严厉。所以，科学规范、
精准有效的管理措施、手段应是治理

“听觉失衡”问题的一剂良药。
听口音报价反映的是一些服务

行业的管理死角，凸现的是一些地
区诚信体系建设的不完善，非常不
利于旅游业的持续健康发展、良性
有序发展，该是对这个潜规则说

“不”的时候了。

听口音报价，得改

本报三门 10 月 7 日电 （记者
叶晖 通讯员 李贝妮） 今天中午，
来自广西的吴丽萍一家三口，和来
自杭州、哈尔滨、厦门、湖州等地的
另外 9 户幸运家庭，经过 3 天 2 晚
的“免费游三门”活动，在欢声笑语
中踏上了返乡的旅程。

住帐篷、听海风，参观黄泥洞古
村落，看如何钓跳跳鱼，品尝青蟹、
麦焦等三门特色美食，体验双龙溪
漂流⋯⋯为了进一步提高三门青蟹
的知名度和美誉度，该县借助淘宝

官微，专门发起了“三门县长请你免
费游蟹乡”活动。参加活动的家庭
拍下相关产品后，转发指定微博并
说出旅游宣言，就有机会赢得三门
蟹乡 3 天 2 晚的国庆期间免费旅游
机会。

“这几天吃到的青蟹、跳跳鱼等
海鲜特别新鲜，都是现抓现煮的。
还有三门的麦焦味道也很不错，真
是大饱口福。”来自义乌的陈丽对这
几天吃到的三门特色美食始终念念
不忘。

三门 县长请你游蟹乡

本报临海 10 月 7 日电 （记者
斯信忠 通讯员 张奕 沈晓慧） 洗
菜、烹饪、端菜，整个过程一目了然，
这是记者今天中午在临海市靖江中
路聚鑫港式茶餐厅内的电视屏幕上
看到的一幕。

为守护好市民“舌尖上的安全”，
临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于去年底在
市区繁华地段的靖江中路，开始实施

餐厅“阳光厨房”工程，要求每个餐厅
从业人员从衣帽着装到食品制作的
每道工序，都实行公开“亮相”，让顾
客实时了解厨房工作的场景。

经过半年多努力，靖江中路 21
家餐饮服务单位都自觉参与到“阳
光厨房”的行动中来。市民王大伯
说，看到“阳光厨房”制作的全过程，
长假期间在外吃饭就更放心了。

临海 阳光厨房安民心

本报衢江10月7日电 （见习记
者 何双伶 区委报道组 俞锐） 纸
槽屋红军联络站、老红军黄华炳故
居、革命烈士纪念碑⋯⋯走进衢江
区灰坪乡上坪田村，一个个红色景
点映入眼帘。“国庆假期，村里每天
接待一两百名游客。”上坪田村村支
书李银章说。

游客李明天带着 7 岁的孩子参
观红军墓，边走边为儿子讲述烈士
方志敏的故事。“儿子这代人对革命

战争很难有真切的体会，我特意让
他在烈士纪念碑前照了相，希望他
能感受到，现在的幸福生活来之不
易，要珍惜。”

近年来，以创建国家3A级红色
旅游景区为目标，灰坪乡深入挖掘
当地红色革命资源，邀请国内知名
设计单位编制了“灰坪乡旅游总体
规划”，并修缮了5公里长、当年用来
运送粮食的红军路，高19.36米的千
里岗革命烈士纪念碑等红色景点。

衢江 红色旅游引客来

民情同期声

通讯员 周能兵 记者 金敖生

本报讯“真没想到，绍兴的景
点扫扫二维码就可以直接进入了。”
日前，在兰亭景点，北京游客李先生
笑逐颜开，他和妻子没有排队买票，
只是用手机将景区墙上的二维码扫
扫，手机支付后就入了景点。

国庆黄金周期间，许多来绍兴
的游客惊讶地发现，绍兴鲁迅故里、

沈园、大禹陵、东湖、兰亭等景区的
墙上都有 4 个二维码，分别对应着
绍兴旅游联票、成人票、半价票等。
游客用手机扫下对应的二维码后，
就会进入微信购票页面支付票款，
付款成功后可凭身份证或手机二维
码入园。游客入园后，不同景区还
通过“绍兴旅游”微信推送景区相关
信息，将景区的活动、美景告诉游
客。

绍兴 扫码购票不排队

市县快递

停泊在樟州村码头的钢质渔船。当地人称它为“铁壳船”，樟州村有这种
渔船上百条。

曾经的小梅村渔民。 （资料图片）

本报嵊泗 10 月 7 日电 （记者
黄宏 通讯员 王涛） 国庆期间，嵊
泗迎来如潮游客。菜园边防派出所
的官兵主动请缨，维护沙滩秩序。
官兵们加班加点，景区、码头处处可
见“橄榄绿”为民服务。

粗心家长最让官兵们头痛。长
假期间，光基湖沙滩景区就有 11 名
孩子“走丢”，这些孩子的家长基本
上是“80 后”。在官兵帮助下，走失
的孩子全找到了家长。

游客财物丢失也常见。假日
期间，边防官兵共捡到旅客丢失的
手机、钱包30多个，总价值超过4万
余元。

“这个长假，我们还化解各类矛
盾纠纷 30 余起，接受旅客咨询 1000
多次。”菜园边防派出所教导员叶祥
兵说。最让叶祥兵感动的是这些执
勤战士中，有 6 位将要退役。考虑
到景区任务较重，这些战士主动要
求“站好最后一班岗”。

嵊泗 海岛处处橄榄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