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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缙云11月24日电
记者 许雅文
县委报道组 朱映归 刘斌

漫步在缙云县舒洪镇姓王村，
丝丝缕缕的缙云土面挂在架子上，
晾晒于村民房前。初冬的阳光耀眼
却不浓烈，穿过细细的面条，送去干
爽。村民告诉我们，这是一年中制
作土面最好的时节。客商来了，青
年人回来了，山乡热闹起来。

“趁天晴，赶紧多做一些土爽
面。”郑春丹是姓王村制作土面的大
户，每天产出 100 斤，她说，土爽面
是当地人对缙云土面的叫法。说话
间，她时不时地围绕着晾晒架兜兜
转转，看准了哪里不均匀，就上前拉
一拉。

缙云土面已经有一千多年历
史。因延续了古法制作，又要自然
晾晒，不仅耗费人工，产量也受到限
制。一些人以为它会像其他古法制
作的农产品一样面临消亡，但令人
想不到的是，在缙云乡间，制作土面
对农户仍然保持着吸引力，从这一
排排晾晒架和家家户户赶制土面的
热闹劲儿便可知晓。

“舒洪镇共 6 个行政村，几乎每
个村子都做土面，尤其是姓王村。
因为纯手工制作，保持了面粉醇香，
口感爽滑细腻，因此在市场上卖得
特别火。”舒洪镇副镇长樊伟锋道出
了缘由。舒洪镇是个农业镇，工业
少。“这也成了我们的优势，山好水
好空气好。种出来的粮食，质量上
乘不愁卖。”也正因如此，在当今“速
食年代”，土面制作法得以沿袭至
今，并成为当地农民增收的重要途
径。

村干部王根生告诉记者，在家
里做做土面很自由，一年毛收入有
五六万元，相比外出打工，更能照顾
家里。缙云土面名气大了以后，农
民也不用拉着车子到外面推销，有
人主动上门来买。

午后，土面渐渐干爽，这时，丁
树亮从舒洪镇舒洪村出发，他要去

各个村转转，寻找最土的土面。
丁树亮是从缙云大山里走出去

闯荡的年轻人，如今他回到自己的家
乡，翻山越岭，只为收集散落在乡村
里的那些原生态纯手工美食。他还
开了一家淘宝店，名为“盘溪公社”。

相比农户们的满足，丁树亮的
想法显得“不知天高地厚”。在他的
淘宝店里，缙云土面的价格是每斤
15.2 元，一瓶 350 克的土蜂蜜卖 128
元。即使这样的高价，开店不久，土
面成交量已经过百，蜂蜜卖出了几
十份，店铺首页上，描述、物流、服务
三项分值都达到4.9。

丁树亮说，农民是手工农作艺
术家，他们的劳动价值才是最大
的。而农民也愿意把农产品卖给这
个小伙子，原本卖给收购商的土面
每斤 4 元，如果被丁树亮看上，收购
价就是每斤 6 元。收购来的土特

产，经过丁树亮的精心包装和宣传，
附加值就提升了，客户群也被拓展
得更广。

丁树亮告诉记者，原本他对开
网店可谓是一窍不通。今年 4 月，
缙云创办“家家店”综合服务中心，
为农村创业青年提供集仓储、货源、
物流、培训、技术服务等于一体的

“一站式”服务，引导他们网上创业，
家家触网，户户开店，让大山里的农
产品“走出去”。这让一心想借助互
联网平台创业的丁树亮，找到了方
向。

他拿出一张课程表说道：“这是
‘家家店’的免费培训课程。从计算
机基础知识到开店铺、参加活动，教
授的营销技巧很实用。最关键的
是，可以直接成为分销商，零成本创
业。‘盘溪公社’的概念和设计包装，
就是在‘家家店’的帮助下成型的。”

丁树亮对这种培训新模式相当认
可。

目前，“家家店”综合服务中心
设在舒洪镇，由政府购买服务，委托
浙江斯奈克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提供
一系列服务，已累计开设了 5 次培
训班，累计培训1000人次。

同样是农村创业青年的斯奈克
电子商务公司总经理郑茗耀说，只
要是愿意开网店的农民，不仅可以
参加免费培训，还可以由“盘溪公
社”统一配货，做网上分销。农民由
此可打开网上销售市场，并解决货
源和后续保障等问题。同时，中心
也在整合缙云其他农特产品知名品
牌，一起“征战”网络销售。

在家乡创业，在网上闯荡，新的
理念不断冲击着山里的农民。他们
渐渐觉得，家门口的土货，也许还可
以更吃香！

一站式培训引导农村青年网上创业

缙云土面 触网飘香

本报宁波11月24日电
记者 吴晓鹏 通讯员 李玉飞 张立

“你们比亲人还亲，蒋妈妈真的
舍不得你们走⋯⋯”今天上午，即将
退伍的宁波海曙消防大队老兵们来
到残疾妈妈蒋玉燕家中，再现依依
不舍的“母子”情。

“蒋妈妈，您放心，我家离宁波很
近，会常来看您的！”老兵来彬辉紧紧
握住蒋妈妈的双手，宽慰着这位视消
防战士为儿子的六旬“母亲”。

31 年前，蒋玉燕不幸从高楼摔
下，双腿失去知觉，爱人弃她而去⋯⋯
海曙消防大队战士的出现，改变了蒋
玉燕的命运。“被人救下后，战士们来
看望我，他们的一句承诺，让我重新燃
起了生活的希望。”坐在轮椅上的蒋玉
燕回想起往事，流下了热泪。

“你要坚强地活下去，由我们来
照顾你！”战士徐长水第一个站出
来，主动承担起照顾蒋玉燕的任

务。从那以后，他和战友们一起，每
周都会到蒋妈妈家里打扫卫生，还
经常用自己微薄的津贴为她添置生

活用品；蒋玉燕有了病痛，只要一个
电话，战士们就会及时前去照料，楼
道上下、入院出院，全由官兵们背来

背去⋯⋯
“一句朴实的承诺，让官兵们一

茬接一茬地悉心照料着我，从未间
断。”蒋玉燕打开了一本厚厚的册
子，上面粘贴着 31 年来照料过她的
战士们的照片，还有姓名、地址、电
话等联系方式。

蒋玉燕告诉记者，31 年来，先
后有 100 多名官兵照料过她，印象
最深的是 1994 年入伍的姜新平。
从当新兵的头一年照顾她开始，20
年来从没间断过。

今天，已是教导员的姜新平带
上即将退伍的来彬辉、张乐等老兵
向蒋玉燕告别，由朱世轩等新战士
接力照料她。

蒋玉燕唱起了由她创作的那首
歌：“海曙消防大队，是我温暖的
家！不是亲人胜似亲人，31 个春夏
秋冬，让我生活在温暖的阳光下；那
一颗颗火热的爱心，扬起我生活的
希望⋯⋯”

宁波消防官兵爱心接力31年

蒋妈妈，我会常来看看您
宁波消防官兵爱心接力31年

蒋妈妈，我会常来看看您

图为消防战士与蒋玉燕在一起。胡建华 吴晓鹏 摄

本报杭州11月24日讯
记者 包敦远

11 月“浙江好人榜”日前揭晓，
在助人为乐类的名单里，55 岁的江
山市双塔街道书院里小区居民张建
陆，当选“最美浙江人”。

从 2005 年开始，张建陆的爱心
梦就像天上的明月一样，每个月总
要圆一次，至今已捐出 7 万元善
款。10 月 5 日，他又把积攒的 500
元钱寄给了衢州二中的一个孩子。

“我在媒体上看到衢州二中有个学

生的妈妈被煤气烧伤，他们家的经
济条件很不好，孩子特别可怜，当时
我身上只有 500 元钱，马上跑到邮
局寄去了。”张建陆说。

包括这 500 元善款在内，张建
陆今年通过本报佳友民情工作站等
途径捐助的善款已达 9900 元，远远
超 出 了 他 给 自 己 定 的 每 年 捐 助
7000元的目标。

可是，你一定不知道，张建陆只
是一名保安，月薪只有 1500 元，平
均每个月要捐出 1175 元，只剩下
325 元给自己用。佳友民情工作站

记者不止一次婉拒他的捐款，劝他
以后不要拿出薪水的大部分来捐
助，如果想要表达心意，力所能及也
是献爱心。

事实上，张建陆的生活常人难
以想象，他一件 T 恤可以穿 6 年，都
舍不得换新的；他买一块豆腐能吃
一天三顿⋯⋯

这样一个对自己如此吝啬的残
疾人（幼年时右眼弱视，又曾患小儿
麻痹症，落下了视力和精神的双重
残疾，右眼现已完全失明），却为了
省钱而步行 7 公里去捐款。这些年

来，他在捐款的路上可没少精打细
算。

在听到“浙江好人榜”揭晓喜讯
后，张建陆给佳友民情工作站记者
打来电话说：“只要身体吃得消，就
要一直帮助他人。”

55岁的保安张建陆9年捐赠爱心款7万元

月薪1500元，捐出1100元

本报龙湾 11月 24日电 （区委
报道组 柯珍珍） 全国重点文物保
护单位——温州市龙湾区的永昌
堡，飘出了淡淡酒香，作为温州市非
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麦麦酒”，开
始向各地游客进行展示，龙湾区文
保单位嫁接“非遗”项目也就此启
幕。

“麦麦酒”也称“月子酒”，旧时当
地农村孕妇娘家有产前送“快便肉”，
产后送“麦麦酒”的风俗。而饮“麦麦
酒”的习俗，最早可追至元代。郑振
晓是郑氏“麦麦酒”第三代传人，近年
来，他将现代科学技术与传统酿造工
艺相结合，使“郑嘉源麦麦酒酿造技

艺”在今年被评为温州市非物质文化
遗产。据郑振晓介绍，将“非遗”项目
嫁接到永昌堡这个全国重点文物保
护单位，是他们在谋求发展中探寻的
一条出路，只有把“非遗”文化产物大
众化，才能更好地推动这种古老酿酒
技艺的传承和发展。现在，游客来到
永昌堡旅游，不仅能感受到永昌堡内
在的古韵，也能品味“麦麦酒”带来的
古香。

龙湾区文广新局文化遗产管理
科科长项建伟介绍，为将该项目引
进永昌堡，区有关部门免除了其场
地租赁费用，增强了经营者推广非
物质文化遗产的信心。

龙湾“非遗酒”进驻永昌堡

本报临海 11月 24日电 （记者
斯信忠 通讯员 陶晓庆 卢娅红）
今天上午，临海市古城街道南门社
区党委书记杨波，带着水电工来到
辖区郑大妈家，为她更换损坏的水
龙头，消除自来水的滴漏现象。这
是该市妇联组织妇女在“五水共治”
中“抓节水”的一个镜头。

为发挥妇女在“抓节水”中的作
用，临海市妇联积极组织妇女到节
水典型户进行参观、取经，推广在家
用抽水马桶中加块砖、以降低水位

等做法，让妇女们将节水落实到具
体行动上。

杜桥镇西洋头家园李冬彩大
妈，平时用水“大手大脚”，自从参加
妇联组织的节水活动后，认识到了水
资源的重要性，就将学到的“窍门”教
给爱人，共同节水。现在她家已养成
良好的节水习惯，用洗过米的水浇
花、浇菜，用洗衣服的最后一桶水拖
地，收到了良好的节水效果。据悉，
这个五口之家，原来每月用水要 10
多吨，现在只用5吨左右。

临海“半边天”巧念节水经

本报杭州 11月 24日讯 （记者
叶晖 通讯员 李贝妮）“太漂亮了，
没想到三门青蟹还有那么多文化典
故！”今天上午，杭州市民金先生和
老伴徐女士一走进省农博会萧山新
农都会展中心，就被三门青蟹文化
展示馆吸引。

75 平方米的展馆里，浓浓的
“蟹乡”文化氛围扑面而来：淡蓝色
的背景墙，让人仿佛置身于海洋世
界；由贝壳、沙石、蟹篓、渔船等组成
的模拟滩涂生动逼真；展示墙上，三
门青蟹文化共分为历史、文化、生
产、养殖、销售、品牌和发展前景等
七大板块。

“作为三门县的‘金名片’，参展
的最大亮点就是首次展示了青蟹文

化，这也是台州市唯一一家农产品
文化展示馆。”三门县青蟹办负责人
严西进告诉记者，开幕 4 天来，他们
已接待了上万市民。

在展馆旁边开设了正宗三门青
蟹售卖专区，方便市民购买。“50 年
前我在三门当过知青，返城后一直
对三门青蟹情有独钟！”年过七旬的
杭州知青林家信说，他在售卖专区
买了 5 只三门青蟹，还把青蟹文化
在朋友圈发了微信。

这几天，三门青蟹展馆日零售
额突破 7 万元，比去年增加了一倍
多。三门锯缘青蟹发展有限公司董
事长丁明标介绍说，今年展会准备
了2000多斤青蟹，已提前2天告罄，
现场销售收入30万元。

三门青蟹文化“秀”农博会

11月24日下午，江山火车站候车大厅里，特警、民警“快闪”表演说唱防骗和动
感舞蹈，展示公安民警风采。 杨振华 冯华飞 毛玮雯 摄

姓王村村民将晾晒好的土面包装好，等待客商上门。许雅文 摄

祝梅

昨天清晨，杭州又如约一片雾
蒙蒙，这已是大雾连续来访的第五
天了。不同于前四天，昨天的雾范
围有所扩大，从浙北地区的杭嘉湖
扩及台州、丽水等地，其中，德清县、
余杭区 5 时至 8 时能见度连续不足
50米，杭州城区的能见度也只有300
米。到昨天上午 10 时，从杭州主城
区的高楼向外望去，依旧是云雾缭
绕。省环保厅的数据显示，杭州上
午11时的AQI实时浓度超过200微
克/立方米，达到重度污染级别。

连续的大雾天成因为何？省气
象台分析，本月 20 日起，影响我省
的暖湿气流趋于活跃，空气中的水
汽含量较高，但天色连续晴好，近地
面风力小，大气层结构相对稳定。
当暖湿气流移动到温度相对较低的
地面时，下部遇冷使得水汽达到饱
和，形成大雾。

这样的静稳天气里，污染物难
以扩散，又容易与空气中的水汽结
合形成霾，好在午后，一场及时雨抵
达杭城开始清理空气。雨水清扫工
的进程与昨夜抵达的冷空气不谋而

合，自北而南不断推进，到昨天 17
时，杭城的空气质量指数已恢复到
优秀水准，仅 28 微克/立方米，污染
已从绍兴挪向宁波，不过已降至轻
度污染级别。

随着冷空气抵达，全省的气温
今天都要大跳水了，平均气温过程
降温幅度 3℃到 5℃。今天白天，全
省阴有雨，浙南部分地区中雨。浙
南和沿海地区的清晨最低气温为
13℃到 15℃，其他地区 11℃到 13℃，
浙北地区白天的最高气温为14℃到
16℃，其他地区 18℃到 20℃。明天，
全省天气转好，但气温继续偏低，晴
冷的天气，倒是符合深秋的气质。

省气象台监测，本周我省多阴
雨天气，雨日有5天左右，其中30日
前后浙西有中到大雨。本周我省阴
雨天气有所增多，雨水和冷空气这
两个“清洁工”，都能在一定程度上
改善空气质量，不过并不能保证雾
霾天不会重来，大家还是要关注空
气质量，避免在污染较严重的时段
外出，晨练、跑步等户外活动可以停
停，外出之后也要注意清洁鼻腔、勤
洗脸，青菜等清热润肺的食物也可
以多吃吃。

冷空气来袭 气温大跳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