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这几日，参加“老家”与常山

团县委“乡愁柚递员”活动的老家

粉们，通过“老家”微信后台（微信

公众号：zjrbmlxc），陆续发来“乡

愁包裹”送达的消息。因为这次

活动，此前没有交集的城里人与

乡下人，产生了一种说不清、道不

明的美妙关系。

5 岁的老家粉何润田，把从

常山带来的胡柚送给同学和老

师，还分享了这段独特的人生经

历。幼儿园负责人沈雁觉得，“这

是一件特别有意义的事情”，还专

门让何润田展示他获得的“老家

证书”，让孩子从小有颗感恩的

心。爱的种子，在小小的润田的

心里，萌芽开花了。

而这时，远离老家，在大城市

打拼的常山老乡，你们已看到家

人的相片，闻到胡柚的清香了吧。

ZHEJIANG DAILYZHEJIANG DAILY美丽乡村·老家
2014年11月18日 星期二

责任编辑：邓国芳 版式：吴雄伟 联系电话：0571-85311376

2014年11月18日 星期二

责任编辑：邓国芳 版式：吴雄伟 联系电话：0571-853113762020

@何润田：
我今年 5 岁，在杭州武林门

幼儿园紫兰苑上学，是此次“老
家”活动中年纪最小的“乡愁柚递
员”。我还有个龙凤胎妹妹，叫何
润苗，在家没来。爸爸说，我们领
两份“乡愁包裹”吧，带着妹妹一
块去送，“这是件很有意义的事”。

第一份“乡愁包裹”，是递送
给江志荣的。他从上世纪 90 年
代初，就离开家乡常山来杭打
拼。我们约好在武林门相见，完
成“乡愁包裹”交接，还一起吃了
中饭。聊起过去，他满是感慨。
最初来杭，江志荣是木工，现在已
是一家家俬公司的老板。

第二份“乡愁包裹”，接收人
是刘毅。刚开始爸爸和刘毅电
话联系，说明来意时，这位常山
游子满是怀疑，还打电话给老家
问情况。在爸爸坚持不懈的努
力下，刘毅终于答应 10 月 13 日
下午在九和路见面。爸爸说，

“润田，你一定要亲手把‘乡愁包
裹’交给叔叔，做一个‘爱的传
递’的小使者”。（父亲口述）

@沈伟：
“乡愁包裹”送到，对方叫李

文镇，住在杭州上城区，现在一家
保险公司工作。虽然接触的时间
很短暂，但那一幕印刻在了我的
脑海里。我们打开包裹，胡柚的
清香扑面而来，还有一张照片，是
李文镇的家人。我看到，他的眼
眶湿润了。他说，非常感动，也很
想念老家，“在外打工真不容易，
不像本城人可以常回家！”是啊，
我突然觉得自己真的够幸福了。

@金慧垒：
10月9日刚从常山坐上汽车

回杭，我就拿出手机，与郑红水联
系上了。晚上 6 时多，从杭州汽
车西站出来，我立马给他送过去，
他非常开心。这个过程中，觉得
自己有种使命感，心里特别高
兴。不过，事情办得不算完满。
回到家后，收到郑红水电话，原来
感激之余，发现包裹里家人照片
是错的。这可能是当地团县委分
放照片时不小心弄错了。我赶紧
在“老家”QQ群里留言：“照片错

了，谁有赵红水家人的照片，赶紧
和我说，能调回来就尽量调回来
哈。”

@郭建秋：
虽然是件小事，却需要极大

的诚心去付诸。11月10日这天，
我从我们学校浙江工业大学屏峰
校 区 出 发 ，开 始 递 送“ 乡 愁 包
裹”。因为需要换乘公交，我坐了
将近两个小时的车才到竞舟北
路 ，给 张 文 丹 送 去 了“ 乡 愁 包
裹”。她特别激动，打开来看，不
仅有胡柚，还有她在常山老家上
小学的女儿的照片。她问我：“这
张照片是近期拍的吗？”我心里有
点酸酸的，跟她说：“嗯，是的，当

地团县委上周拍的。”其实，常山
至杭州，不过 3.8 小时的车程，但
却阻隔了父母与儿女的相见。但
妈妈对女儿的疼爱与思念，只会
有增无减。

@俞牛阳：
那天我们刚回到杭州的家，

就给“乡愁包裹”的接收人李嘉浩
打电话，没想到电话关机，无奈只
能先给他发个短信，告诉他自己
是“老家”的“乡愁柚递员”，从常
山带来家乡特产胡柚给他。后来
电话联系到了，李嘉浩却说自己
太忙，周日才有空。一直没送出
去，心里总搁着件事。“老家”，放
心，我们定会把包裹送出去的，也
会把这难忘的瞬间记录下来。

@陈川：
我是忠实的老家粉，也多次

关注“老家”的活动。本来，抱着
周末去玩玩的心态报名参加活
动。但这趟“老家”之旅，让我体
味到了很多。当晚住农家，当地
农户把最好的房间收拾好，把最
新最干净的被褥铺好，只为让我
们住得舒适。第二天中午，村里
的乡土大厨师还烧了美味的流水
席招待我们。作为回报，我们只
需送个“乡愁包裹”。因为深受感
动，我主动申请领了两个回来。
回杭的次日，我从余杭开车出发
去杭城送包裹。值得一说的是，
与在杭城打工的汪少年相见时，
他打开包裹，看着、摸着儿子的照

片，开心极了。那一刻，我心底泛
酸。

@黄仁辉：
我是广西人，来杭州工作多

年。这次去常山当“乡愁柚递
员”，收获了满心的感慨与温暖。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每个
在外打拼的游子，心中都有一种
儿行千里母担忧的惆怅。老家和
家人，是心底最深的牵挂，也是人
生拼搏的动力。离开那天，我虽
然背着厚重的背包，但主动申领
了两份“乡愁包裹”。刚到杭州，
不顾夜色苍茫和旅途疲惫，我就
乘公交车去了滨江，车程 40 分
钟，与接收人吴翔满“接头”。相
见时，我们聊起老家，聊起胡柚，
还聊起在异乡打拼的生活。吴翔
满很感激，他说他已离家 12个年
头，只是偶尔回去看看，“生活总
是有困难有希望的”。另一份包
裹，要送往拱墅区。不巧的是，接
收人不在杭州，要过些日子回
来。我和她约好，下周见。

@严赛红：
或许因为常山太远，我们一

家三口是唯一被选中参加此次
“乡愁柚递员”活动的宁波家庭。
从宁波到常山，辗转需要六七个
小时。在常山时，我听说该县有
几万农民常年在杭州、宁波等地
务工，虽然农村山脚都是漂亮的
别墅房，却都是名副其实的空心
村。在回宁波的火车上，我打开

“乡愁包裹”，找到联系方式，赶紧
给胡小剑打去电话。第二天，我
骑着电瓶车找到胡小剑，把包裹
送到他的手中。他很意外，激动
地说，“来宁波这么多年，这是第
一次收到宁波人带来的礼物，而
且还是老家的胡柚。”

@陈俊：
当天从常山开车回到杭州，

已是晚上 7时多。还没到杭州的
时候，我就跟包裹主人联系，在火
车东站见面。那天下着小雨，加
上停车困难，包裹送达后，我没有
过多停留，也未能和他多说上几
句。不过，朦胧细雨中，我依然清
晰感受到他的激动。记得在车
上，我们曾打开过“乡愁包裹”，里
面是张女孩的照片。她的脸蛋
上，是淳朴灿烂的笑容，瞬间就融
化了我们的心。开车回家的路
上，我总在脑海勾勒景象：冷雨飘
飘的冬夜，这位在外务工多年的
父亲，捧着 9 岁女儿照片细细端
详，嘴角挂着笑容，眼角却流着眼
泪。

@封静：
这是一段颇为传奇的经历。

我们本不是“老家”的粉丝。受常
山县政府和团县委邀请，我们去
参加了当地的胡柚节。听说浙江
日报“老家”有场“乡愁柚递员”的
活动，就随行其中，住农家、吃贡
面、摘胡柚、喝流水席⋯⋯开怀不
已。没想到的是，最后“老家”的

“村姑小芳”，交给大家这个神圣
使命。我虽然不在其列，却深受
活动感染，于是主动申领了 3 份

“乡愁包裹”。为此，“村姑小芳”
还临时书写“老家奖状”颁发给
我。包裹接收人，是 3 个常山姑
娘，分别住在杭州东的庆春广场、
杭州北的拱宸桥附近。当包裹分
别送到 3 个常山姑娘的手中时，
她们都眼含热泪，说着：“这么长
时间没回去，也不知道家里怎么
样。”那种感觉，身为江西来杭打
拼的我，太能体会了。这一刻，我
真的觉得，我们这趟出行，是有意
义的。谢谢“老家”，你们与众不
同，你们很棒！

老家归来老家归来 老家趣闻

本报记者 邓国芳

在诸暨次坞采访，遇见俞秀松
烈士纪念馆及陵园守墓人——俞
秀松的侄子，65 岁的俞治华。开
朗的他带我们参观纪念馆后，还带
我们去看了最近传遍次坞的奇事：
纪念馆后院花坛的一株小树死了，
在整理花坛时，他随意插种了一株
番薯，常以清尿浇之。不日前起
土，竟然收获 83 斤番薯。番薯个
头巨大，皮呈红色。俞治华将其安
放在老宅，吸引了附近不少乡人前
来猎奇。颇为有趣的是，因为这次
收获，老俞开始迷上培育巨型番
薯。他说，明年他还要继续实验种

植，“总有一天，会创造奇迹，申请
世界吉尼斯”。

诸暨：一株番薯重83斤

通讯员 陆旭升 本报记者 徐贤飞

一排排架子上，一个个密封罐
里，一根根草正在生长着。

“这就是金线莲，一种曾经濒
危的药用植物。”在金华市农科院，
金华市荆龙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总
经理马巧群说，通过“克隆”技术，
他们现在已能年组培苗3000万株，
成为全省最大的金线莲生产基地，
并与浙江大学、浙江农林大学、浙
江师范大学合作开展技术攻关，开
展省内金线莲野生分布调查，取得
新进展。

这种珍稀植物，主要生长在台
湾、福建等沿海地区，具有凉血泻火、
消肿止痛的功效，在保肝护肝、改善
体质等方面有显著作用。其最早见
载于东汉药典名著《神农本草经》，至
今已有近2000年服用历史。受人类
活动的影响，野生金线莲在上世纪就
濒临灭绝。幸好有了现代农业科技，
人工种植金线莲成为可能。

隔着玻璃门，记者看到金线莲
组培车间内，20多名身着无菌工作
服的技术人员正忙碌着，有的熟练
地用燃气灯对玻璃培养瓶进行消
毒；有的将成熟的香蕉捣成软泥，
并加入葡萄糖、土豆等材料配置成
培养基质；有的用剪刀修剪金线
莲，将其接种到新培养瓶中。

“制备培植基质只是第一步，
要培育出金线莲还需经过培养基
灭菌、培养基存放、接种、移入培养
室育苗、转入大棚炼苗、分类种植
等多个复杂流程。”一直从事金线
莲培育工作的技术员吴梅说，除了
利用培养基质促进金线莲的成长，
培育幼苗也是培植金线莲的一个

重要环节，能帮助接种后的金线莲
幼苗实现优胜劣汰。处于无菌状
态玻璃瓶中的幼苗，存放在24°C至
25°C的恒温室中培养，其间借由人
工剔除受感染的植株，3 至 4 个月
后，原本在野生环境中较难成活的
金线莲幼苗会变得生机勃勃。

10年前，第一株铁皮石斛的组
培苗从金华国家农业科技园区的
组培楼内诞生，如今铁皮石斛已成
为金华现代农业的标杆。请金线
莲入户金华，旨在给金华现代农业
再点把火。为此，省科技厅、金华
市科技局都把金线莲产业化作为
重大专项科技攻关项目来推动。

尽管如此，主攻金线莲组培技
术多年的浙江农林大学邵清松博
士仍表示，金线莲的人工栽培技术
方面的实践在浙江属于空白，种苗
退化如何提纯复壮，大棚、林下种
植病虫害如何防治等都是空白。

前些天是金线莲开花时节，邵
清松带领他的科研团队在生产基
地开展技术攻关。邵清松说，他希
望未来农民能像种青菜一样种金
线莲，这样才能加快推进金线莲产
业化，帮助农民增收。

金华：人工栽培金线莲金华：人工栽培金线莲

在瓶中培育的金线莲。

龙泉市道太乡利用古窑址众多和地处库区的优势，着力打造“水上青瓷之路”的
乡村文化休闲旅游品牌，成为龙泉旅游的一个亮点。图为渔民在向游客展示拉网捕
鱼。 陈炜 鄢鸣 摄

龙泉：打造水上青瓷之路

在临海杜桥镇朝南屋村，村民喜爱书法，闲暇之时经常挥毫书写。正因如此，还

吸引了椒江区章安镇，邻近的小芝等乡镇书友前来切磋交流。该村还成为临海市唯

一的“浙江书法村”。 记者 斯信忠 通讯员 陶晓庆 王斌 摄

临海：乡民爱上舞文弄墨

本报记者 邓国芳 通讯员 罗英

乡愁包裹乡愁包裹，，直抵心扉直抵心扉
——常山常山““乡愁柚递员乡愁柚递员””活动回访活动回访

❶在杭州地铁九和路站，仅 5 岁的老家粉何润田和爸爸完成第二份
“乡愁包裹”的递送。 ❷陈川（右）向汪少年（左）送达“乡愁包裹”并合
影。 ❸陈俊当晚送达，雨夜朦胧，接收人（如图）照片模糊。 ❹郭建
秋说，张文丹（如图）看到女儿照片，眼眶含泪。 ❺在幼儿园门口，何
润田（右）和妹妹何润苗（中）把包裹送给了江志荣（左）。 ❻黄仁辉
说，包裹接收人吴翔满（如图）很帅气。 ❼金慧垒当晚就把包裹送
到。❽严赛红骑电动车将包裹送达胡小剑（如图）手中。 ❾沈伟把包
裹送达李文镇（如图）手中，对方很感动。 封静（男）分别把“乡
愁包裹”送达3个常山姑娘手中并合影。

特别说明：照片为老家粉手机拍摄，又从微信或 QQ 传送，精度不

好，但“老家”仍然要说：“谢谢你们，‘老家’的‘乡愁柚递员’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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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愁

包裹”，散

发 着 常 山

胡 柚 的 清

香，凝结着

山 里 山 外

的相思。

邓国芳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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