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奔走在城市，牵挂着乡村。老
家，等你回来。浙江日报美丽乡村
周刊官方微信平台“老家”，扫一
扫，更多精彩内容为您呈现。

区委报道组 冯旭文

绿树红花，蓝天碧水，在人们眼
里，这是幸福生活不可缺少的“自然
因子”。

稻黄蟹肥时节，我们来到了南
浔区双林镇向阳村。村党支部书记
杨祥春正走在一条林荫道上。这几
年向阳村铆足后劲孕“绿意”，淘汰
落后工业产能、拆除砖瓦窑改成绿
化用地⋯⋯生态环境大大改善。杨
祥春说，这是他们想要的田园生活。

在村里的奇丹盆景园，扑面而
来的绿色让人心旷神怡。路的北边
是大片的松树林，南边是一个徽派
建筑风格的庭院，里面一盆盆造形
神奇的松树盆景抢人眼球。杨祥春

就在这院中与我们聊着他的“绿色
生态梦”。

“这个盆景园是我在 2011 年上
半年建起来的，占地 100 亩，到目前
为止已经投入 1000 多万元了。这
些盆景大都是用来改善环境和观赏
的。”老杨笑了笑，又说这些是“活”
的艺术，一年比一年好看，现在村里
的人有事没事都来这儿坐坐。

2012 年，杨祥春被选为村党支
部书记，可这个“当家人”不是那么
好当，村里负债达 150 万元。如何
壮大集体经济，让村民走上“两富”
路？老杨和村两委会的人员商量决
定：建绿色村庄，走生态发展之路。
当年 3 月他们就流转土地，引进苗
木种植大户进行绿色创造。对流转

的土地，村里每年以租金的方式支
付农户每亩 335 公斤稻谷。以后稻
谷涨价，则租金上涨；如稻谷下跌，
则价格底线不变。对流转出土地的
农户，由村里组织招工到种植大户
处工作，解决剩余劳动力问题。

穿过奇丹盆景园，沿宽阔的水
泥大道，映入我们眼帘的是郁郁葱
葱，浓荫遮天蔽日的黄栾树林。“为
建设绿色生态村，这两年我们拆除
猪棚、温室甲鱼棚 8000 多平方米，
将原先的养殖户变身为果农和种植
大户。通过土地流转，种植了 700
亩黄栾树苗。为打通‘农民致富最
后一公里’，上月我们还成立了专业
合作社，采取农户以土地入股、企业
以工商资本入股的方式发展休闲观

光农业，准备种植黄桃、水蜜桃、台
湾水果等，目前 30 亩葡萄早已种
下。”

生态改善彰显“民”字效应。
走进西汤兜自然村，但见河水清彻
见底，岸上杨柳成行、桑树茂密。
穿过挺拔的小竹林，我们来到富金
财家中，正在淘米做饭的老富嘿嘿
一笑，说：“现在抬头见绿，低头见
花，村庄好漂亮。以前淘米洗菜的
水直接放到天井里，由阴沟排向外
面的洼地和沟渠。现在通过农村
生活污水治理，家里的厨房用水、
洗涤用水、洗澡水、厕所水等分别
通过不同的管网进入到村里的污
水处理中心处理了，感觉比以前干
净卫生多了。”

向阳村，享绿色生活

通讯员 董佳蕾 丁珊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从
繁华的都市走出，转角就是绿草如
茵、山涛林语，这是每个人心中返璞
归真的愿景。而今，长兴县白岘乡
浙江倓辉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的农业
基地中，来自上海的宋琴芳正逐梦
黄土地。

眼前的宋琴芳，脚上穿着一双
沾满泥土的球鞋，淡色的裤子上打
着一块不太明显的补丁，褐色的衣
服几乎全部被汗水濡湿。虽然在来
的路途中，已经听闻了关于她的故
事，也在脑海中勾画过她的形象，但
真正见到后，还是无法相信，眼前站
着的这位阿姨，就是此行要采访的
主人公。

宋琴芳，上海人，曾在上海园林
部门担任公务员。38 岁那年，她选
择下海从商，拿下过不少大型园林
项目。只是，在她心中，一直有着一
个归园田居的梦想。

3年前，也就是在她下海的第10
年，她毅然决定放弃无忧的生活，来
到白岘乡，在黄土地上耕耘梦想。

如今，在她身上，已完全看不出都
市人的痕迹。不修边幅的衣着、黝黑
的脸庞，还有那爽朗的笑声，宋琴芳俨
然一副农民的模样。她指着藤蔓上一
个个长势喜人的冬瓜，笑着说：“48岁
那年，我觉得发展生态农业的时候到
了，我起码还可以再拼10年。”

看中了白岘乡山清水秀的环
境，宋琴芳将农业基地落户于此，并
开始了艰难的开荒工作。曾经的那
片荒草堆，“麻干土”，在宋琴芳和团
队的努力下，已变得生机盎然，农产
品销量也越来越好。

宋琴芳回忆，刚接触农业时，完
全是一个门外汉，“第一年，种植的大
米由于价格太高，根本卖不出去，足
足亏了20多万元。”当时，创业团队都

劝她低价售卖，宋琴芳宁愿亏本，把
优质的大米喂鸡，也不愿降价。

有舍才有得。宋琴芳饲养的生
态鸡广泛受到青睐。在家禽试验区
内，一片郁郁葱葱的香椿树下，共散
养着 3000 只鸡。“香椿树上的虫子
可供鸡吃，鸡的排泄物又可以肥沃
土地，滋养树木。”可以说，这个小林
子俨然形成了一条小的生物链。

今年，宋琴芳又瞄上了电商领
域，期待着这种创新的销售模式，让
更多人吃上自己的农产品，也让农
业梦走得更远。

“相比传统的销售模式，电子商
务传播速度快，受众广泛，还没有地
域界限，更符合年轻人的消费习
惯。”看中了电商的优势，她毫不犹
豫地迈开了步伐。

今年 7 月，宋琴芳与长兴乐淘
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建立了合作。该
企业建立了一个长兴本地的农特产
品分销平台“长兴馆”，旨在吸引更
多本地优质农产品供应商将产品入
驻平台，并挖掘和培育更多经销商
来销售产品。

在宋琴芳看来，与乐淘的合作相
见恨晚。“其实，我早就知道必须要发
展电商，但是不精通，就迟迟没有开
始。”与乐淘接洽后，对方提出的理念
以及发展规划，与宋琴芳的想法一拍
即合，“我相信这个年轻的团队，一定
能将我的好产品推广出去。”

要发展电商，也意味着产品的
量需要跟进。这对于追求精致农业
的宋琴芳来说，也是一大困惑。再
三思索后，她还是决定沿用限购的
方式来做电商，保证产品质量。“农
业基地的蓝图每每会浮现在我的脑
海，我做农业的初衷就是希望大家
吃上放心食品。”她说，在这里，就如
同置身在陶渊明笔下的世外桃源一
般，她不想因为经济利益而忘记梦
想开始的地方。

黄土地，梦开始的地方黄土地，梦开始的地方

通讯员 张建成

喳喳喳⋯⋯近日，在武义县壶
山街道后舍村石鹅湖小岛的丛林
里，传来红嘴长尾鹊悦耳的鸣叫
声。这亲切而熟悉的叫声唤起了我
童年的记忆。

儿时的我，对红嘴长尾鹊实在
太熟悉。在我老家武义县茭道镇朱
王村，上世纪 60 年代初，我家后山
有 20 多株参天大樟树和枫树，树上
筑着喜鹊、红嘴长尾鹊、乌鸦等鸟
巢。每天天刚亮窗外就传来红嘴长
尾鹊的鸣叫声。长尾鹊喜欢群体活
动，时而三五成群在树梢上跳来跳
去，时而相互追逐嬉戏，飞翔时展开
漂亮的双翅加上长长的尾巴，犹如
七彩风筝，特别惹人喜爱。

在我 10 岁那年的 6 月份，一阵
雷雨大风刮过后，筑在树上的一个
长尾鹊巢掉落地上，5 只刚孵出来
的小鸟展开没长毛的小翅膀嗷嗷直
叫，两只小鸟父母时而在上空盘旋、
时而在树梢上焦急鸣叫。见此情
景，我叫来几个小伙伴，从家里抬出
梯子小心翼翼地把鸟窝及 5 只小鸟
放回离地约 7 米高的树杈上。小鸟
父母见窝给它放回原处，开心地展
开双翅到田野里捉虫觅食，来回给
窝里的小雏鸟喂食，演绎着感人至
深的母爱颂歌。

红嘴长尾鹊，也称长尾山鸦、长

尾山鹊，生活在浓密树丛内，5至7月
间繁殖。鸟巢以树枝干草构成，一般
筑于树上，通常离地面约七八米。红
嘴长尾鹊长约65厘米，上身灰蓝色，
背部灰紫色，头黑色，头顶灰白色，嘴、
脚红色，尾十分长，羽毛漂亮，叫声响
亮。该鸟种2000年8月1日已被列入
国家林业局发布的《国家保护的有益
的或者有重要经济、科学研究价值的
陆生野生动物名录》。

也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随着
农药的大面积施用和树木的砍伐，
生态环境逐渐恶化，使许多飞禽走
兽没了踪影，红嘴长尾鹊鸣叫声也
听不见了，就连麻雀也有几年再没
能见到。

这些年，随着国家对生态环境
建设的重视，加上各级政府积极开
展植树造林活动，保护和扩大森林
资源，各种鸟儿又多了起来。

特别是在当前开展的“五水共
治”工作中，部门联合执法治污，全民
动员，加快了绿色生态林建设和湿地
保护工作；人们生态意识也逐渐增强，
农民在农业生产中，也努力实现绿色
环保生态种植，少用剧毒农药，尽可能
使用生物防治技术，减少了环境污染。
林业部门每年4月开展的“爱鸟周”活
动，着力宣传鸟与人类和谐共存，也为
鸟类栖息繁殖提供了良好的环境。如
今，艳丽羽毛、优美翔姿、叫声熟悉的红
嘴长尾鹊又回来了。

又见红嘴长尾鹊

老家学堂

红嘴长尾鹊在丛林里觅食。 张建成 摄

本报记者 李茸
县委报道组 江飞 李刚

透彻的蓝天，高飞的群鸟，火
红的树叶，借着秋天的清爽，从海
盐县城出发，沿着 70 多年前修的
老沪杭公路一路向南，一座坐落在
山麓中、清爽明丽的自然村落，像
油画一般出现。这里就是文溪坞。

宋朝时期的《澉水志》中已经
有文溪坞地名。明嘉靖年间有书
记载：隐马山分二支，两山如巷，
有村落，奇秀幽僻，俨一桃源。历
史悠久，风景奇秀，这都不足以形
容这个“世外桃源”。

这两年，文溪坞成为海盐县
建设“美丽乡村”的示范点，曾经
的古海盐十二景之一的“文溪寻
幽”，如今焕发了新活力。

山林：幽静质朴

69 岁的周益凯，特意带了一
根竹子做的拐杖，一见到记者，就
拉着记者去攀登村后的隐马山。

隐马山，海拔 106 米，在一马
平川的嘉兴，算是很少见的高
度。从村里到山上，政府新修了
几条用青砖铺的游步道，并配备
了路灯、垃圾桶。

顺阶而上，路两旁红色、紫

色、粉色的格桑花，迎着上午的艳
阳，在山坡上成片的绿意盎然中，
开得正欢，引来翩翩蝴蝶。

20 多分钟的山路后，记者气
喘吁吁，而周老拄着拐杖，脸不
红气不喘。原来，周老就出生在
文溪坞，后来一直在村里当村干
部，一辈子都没离开过这儿。这
条山道，周老不知已经走了多少
遍。

走到最高的地方，这儿新修
了个观景台。往下看，一汪碧水
让人颇有时空的穿越感。

20 多年前，当时浦东新区正
在建设，隐马山上的石头被开采
出来直接卖到了上海。山石被挖
空后，下雨后的积水让这里成了
一个小湖。

“将来可能利用这些被挖空
的山体，开发蹦极项目，”周老介
绍。对于村庄、山林的变化，周老
看在眼里，记在心里，谋划将来。

沿着游步道往下，走在绿树
成荫的台阶上，幽静，幽深，幽暗，
毛毛虫、壁虎在台阶上缓慢爬过，
怡然自得，野趣盎然，和观景台上
的阳光灿烂形成鲜明对比。

周老说，这里夏季都很凉快，
山道旁边的树林都是比较原始
的，野兔、松鼠是常客。动物们也
都不太怕人。村里人平时没事就

来这边散散步。
爬得累了，回头看看，山下的

村落被白色的线条勾勒，点点红
色、黄色，都是村落里的花儿，凝
固成饱满的生命力。

村庄：安宁淡泊

隐马山上是一番光景，回到
山下，又是另一番滋味。

村庄外，成片的果林郁郁葱
葱，金黄色的橘子沉甸甸地缀在
枝头。通往村庄的路上，不时出
现古色古香的凉亭，供人歇脚。

村庄里所有房子都在保留原
样的基础上，统一改造成了白墙
黑瓦的样式。外墙上，随处可见
关于文溪坞的诗词歌赋、历史传
说、民间故事。而房屋之间的道
路也全部进行了硬化，村庄里随
处可见垃圾桶和路灯。更让人惊
讶的是，整个村庄看不到一根电
线。原来，在修整的时候，为了保
持风貌，电线都埋到了地下。

漫步村落，记者遇到了来采
风的沈明祥。他今年 74 岁，是秦
山中学的退休老师，已经出版了
好几本著作。他听说文溪坞变了
样，特意回来看看，同时挖掘下文
化故事，让更多的人知道文溪坞。

见到沈明祥，周老开始回忆
一些老故事。村口有条河，周老
告诉沈明祥，这里就是“古道印
象”。在唐宋时期，文溪坞有一条
土堤。清代时，文溪坞里先祖任
盐务官，组织从河中间筑起一条
马道，供马匹行走，两侧种上树
木，因此这条河叫做马河。现在，
这里只剩一条清澈的小河。

路过的村里的年轻人笑嘻嘻
地插了句：“夏天下河游泳，能踩
到河底的马道。”

村里一角，坐落着一间少见
的平房，和村里的 3、4 层小楼比
起来，看上去有些年头，这是农耕
文明展览馆，周老是这里的管理
员。

上了年代的纺车、精美绝伦
的灶头画⋯⋯农耕文化展览馆中
的一切都显得那么精致与深邃。

该馆以秦山地区部分富有特色的
优秀传统文化为内容。除了这
些，记者还闻到了一股浓重的墨
香味。

周老兴致勃勃地给大家展示
了他写的书法和绘画作品。他
说，经常有村里人和游客来这个
馆里写写字，画幅画。

周老还小心翼翼地拿出一本
书《小村春秋》小册子，这是他负
责编写的村庄史，从新中国成立
前到现在，村庄的人口、经济、环
境等各项情况一清二楚。

村民：怡然自得

在这样的环境下生活的村
民，是什么状态？

记者随意走进了村口一户人
家。只见院子里，花花草草各式
各样，还有一个专门的“温室”。
一只大黄狗躲在温室里，不时叫
唤两声昭示自己的存在。

“咚咚咚”，厨房里传来巨大
的响声。记者循声一看，只见这
家女主人顾会琴的姐夫正在用砍
刀处理半边羊肉。原来，今天晚
饭有客人从外面过来，预定了一
桌饭菜。澉浦羊肉是这边的名
菜，特别是秋冬时节，更受大家喜
爱。

村里能提供餐饮的农户并不
多，但每天都有不少游客过来，特
别是节假日和周末。

而路过一户村民家，周老特
意介绍，这是周小平家里，种植盆
景已有 10 余年，雀梅、六月雪、铁
树、吊兰等，他家院子就像个公
园，可惜今天他不在家。

眼看中午，周老准备回家
了。他的子女都在外地工作，家
里就他和老伴两个人。村里的年
轻人不少都在外面，老人们在村
里生活，悠然自得。村口不远处
就有公共自行车，还有公交车，去
县城，这里很方便。

周老希望，慢慢开发，慢慢挖
掘，保存村庄风貌的同时，不扰
民，让村民得到实惠和便利，这才
是最重要的。

老家秘境

村中一角。村中一角。

文溪坞，读小村春秋

城 里 的 新
郎 新 娘 也 喜 欢
到村里转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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