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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林上军

浙江舟山獐野外放归仪式近
日举行，在舟山定海长岗山森林
公园半山腰，用竹排围起来的一
圈临时关闭栏被打开，15 只略显
惊慌的獐，有的飞身而出，有的试
探着张望，跑向山林。与此同时，
舟山鸭蛋岭、蚂蝗山等林地也迎
来另外25只獐。

被列入国家二级保护动物的
獐，在舟山的野生种群资源量约
为 2000 余只；全市 30 余家养獐
场，驯养繁殖野生獐存栏 3000 余
只；舟山野生獐种群规模之大在
全国屈指可数，2010 年，舟山被

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授予“中
国獐之乡”称号。

近 5 年来，舟山市各级相关
部门加强法律法规宣传，加大
对非法捕猎的打击，先后抓获
非法捕猎者 10 余人，有的还被
判刑。同时，委托浙江师范大
学开展鹿科动物资源调查，制
订“ 獐 繁 育 技 术 规 范 ”地 方 标
准，形成了一套成熟的驯养繁
殖技术。

为保护野生獐的栖息地，舟
山市大力实施“森林舟山”建设，
通过人工造林、封山育林和抚育
改造等营林措施，使优质林分面
积达到55万余亩。

定海：野外放归驯养獐

本报记者 杨振华
通讯员 孔蔚婷

10 月 21 日下午，磐安县安文
镇西山林场的高山上，举办了一
场别有风味的“露天生日会”。寿
星是在这里种菜卖钱、无偿资助9
名贫困学生的爱心老人羊耀周。

老人爱吃的粽子，老人平时
舍不得买的排骨、羊肉，还有老人
从未买过的生日蛋糕⋯⋯磐安团

县委和安文镇 10 名青年志愿者，
徒步上山，带去老人喜爱的食物，
在老人简陋的黄泥房前，就着简
单的柴炉，给老人做了一餐丰盛
的生日宴。

羊耀周曾获得 2014“浙江骄
傲年度人物”、第四届省道德模范
等荣誉。为此，青年志愿者们特
地上山为他祝寿，他特别激动：

“我希望自己能种菜种到 100 岁，
可以帮助到更多的孩子。”

磐安：高山林场贺寿辰

松阳 邓国英

这是一座安静的小城，蛰伏
着千年的故事；这是一段悠远的
记忆，传唱着千年的韵律。历经
着风雨的沧桑变换，我庆幸，她依
旧美得如诗如画；历经着时间的
斗转星移与岁月的更迭，我庆幸，
她仍旧美若诗篇。

松阳，浙西南土地孕育出的
淳朴和宁静，书写着深入这片土
地后的所有情感。踏过烟雨江
南，走过黑色土地，我依然深爱着
这片赋予我成长和所有记忆的土
地。这里，承载着家的温情，始终
是我赖以拥抱的港湾，始终有着
无可替代的眷恋。

我总是乐意向朋友介绍这个
古朴的小城，也愿意带着朋友来
欣赏这座小城独特的美。前阵
子，我带着爱好摄影的朋友来松
阳取景，朋友便一路感慨，说这辈
子从没有见过这么多的山，满眼
的苍翠，满眼的生命蓬勃。从未
真正置身于自然的他，面对着缭
绕山间的云雾，竟有着无所适从
的喜爱。当他按下快门的瞬间，
既记录了大自然赋予的一切美
好，也记录着小城无可替代的淳
朴民俗。这座小城，始终用她独
特的魅力吸引着越来越多的游
客。

在松阳，虽没有斑驳的旧城
墙记载岁月碾过的痕迹，但延庆
寺塔摇曳的风铃，记载着千年的
风雨，经久不衰；没有装修华丽的
购物商场讲述经济飞跃的发展，
但明清的老街在夜幕笼罩下的红
色灯光中，静静低语着千年延续
的小城繁华；没有交相辉映熠熠
生辉的霓虹灯，但这里的夜空，有
着数不完的星星和讲不完的秘
密；没有惊险刺激的大型游乐场，
但隐藏在乡间的峡谷漂流，或是
茶园里的骑行，一定有着别样的

惊喜。
儿时的我，从不是安静的女

孩子，调皮顽劣，和男孩子上树抓
知了，和哥哥上山采野果，和姐姐
妹妹一起过家家。我知道，这是
小城送给孩子最好的褒奖和礼
物，是小城献给童年最灿烂的记
忆。

长大后的我，依然热衷于绿
色的野菜、红色的野果，依然像小
时候一样穿梭在竹林间，踏遍童
年曾经走过的所有地方。我想，
这就是家的所有意义，不必害怕
迷失，不必害怕忘却，不必害怕隔
阂，仿佛已经和你的血脉深深捆
绑在一起，生生不息。

小城下雨了，品一杯氤氲热
气的绿茶，读一本镌刻人生意义
的好书，听窗外雨水击打屋檐的
声音，我开始听见心底最诚挚的
呐喊。

这座小城的节奏缓缓的、稳
稳的，像在用心书写着这千年的
历史，我想要把所有的故事慢慢
地讲给你听。这座小城简单干净
而不加修饰。旧城区老房子，沿
着历史的脚步，慢慢刻画着岁月
的年轮，远离大城市的夜夜笙歌、
灯红酒绿，能让你把浮躁的心慢
慢沉淀。这座小城原始优雅，保
持着最天然的风情和最原始的味
道，古村落与原始森林，鹅卵石铺
就的小道与漫山绚烂的杜鹃，一
一讲述着最纯真的故事。

我始终爱着这座小城，这是
我出生和长大的地方，我走遍了
这里的大街小巷，我知道哪个深
巷里依然藏着儿时爆米花的味
道，我熟悉这里的一草一木，一山
一水。曾经，我带着我的大学梦
离开过这里，不在家的日子总是
想念着家里妈妈的味道，想念着
这里纯净的空气。毕业后我又回
到这个小城，把脚步放缓，把心放
缓。

风雨沧桑，古韵松阳

悟行

本报见习记者 王晓婕 记者 李茸
通讯员 张潘丽 徐东海

10 月 21 日上午 9 时 30 分，桐乡
石门镇春丽桥村兴农粮油农机专业
合作社二楼的会客室里，早被一张张
课桌椅填满，每张桌子上都放着《现
代农业创业指导》、《植物生产与环
境》等 7 本课本。30 名学生正襟危
坐，开始了自己的第一堂中专课程。

在座的可都不是普通的学员，而
是从桐乡 41.5 万农业人口中精挑细
选出来的种粮大户。他们渴望学到
新知识、新技术，希望利用两年时间，
通过这样一种正规的学历教育，重塑
整个粮食生产。于是，得知省农业广
播电视学校桐乡分校 2015 级粮食生
产专业中专班招生的消息后，他们纷
纷报名，成为班上的首批学员。

“你们知道要怎么防治稻飞虱

吗？”今天的课程，由该市农业经济
局的农机专家郭恒德讲解粮油生产
技术：“稻飞虱从 6 月开始出现，爆
发在 9、10 月，是一种类似蚊子的害
虫，要在 8 月前就做好稻飞虱防治
工作。”

一席话引发共鸣。台下的学生
们开始交流起来。“种田最烦心的就
是除虫问题，有时候自己不懂，打除
虫剂都除不掉害虫，打晚了更是不
行。以前，碰到除虫问题，我都直接
打电话问别人，这一次上课，一定要
好好学习除虫知识。”长青粮油农机
专业合作社负责人曹雪凤深有感触。

54 岁的糜学江是屠甸镇石泾农
机专业合作社的负责人，在当地承包
了 500 亩土地种植水稻。这一次，他
最关注的是怎样提高种粮效益。

“这两年，水稻收益一直有所下
降。几年前一亩水稻可以赚 200 多

元，今年可能都赚不到钱。”以前，
糜学江的水稻以每公斤 3 元的价格
卖给大米加工厂。现在，他打算自己
来做大米和年糕的深加工。这样一
来，大米价格可以卖到每公斤4.6元，
年糕价格在每公斤8元左右。

“我很激动，做深加工的想法也
希望可以和专家、同行讨论。”糜学江
说，他还想学互联网，明年还打算承
包近100亩地搞绿色种植。

与经验丰富的糜学江相比，29
岁的“农二代”曹吉刚刚走上农业这
条道路。这一次，他和母亲曹雪凤组
成母子档前来学习。除此以外，还有
3 位“农二代”参与课程，他们中有的
才刚 16 岁，有的是计算机专业毕业
的高材生。稍显稚气的脸孔，在学生
中格外显眼。

时光回到去年 8 月，曹吉还在杭
州一家电商企业工作。在网络运营

中，他看到了农产品的前景，于是在
母亲支持下回到家乡，干起了这份新
工作，不仅跟着老师傅学开插秧机，
也跟着工人们在田里干活。过几天，
他还要去参加拖拉机的实地练习。
他的目标很明确，就是让自己的种粮
技术水平和管理水平更加扎实。

据了解，这一次中专班的教学方
式非常丰富，包括专家教授讲解、实
践操作和考察学习，为期两年，共有
15 门课程，采用自学与面授辅导相
结合的方式，学员修满学分后，将发
给省教育厅验印的毕业证，国家承认
中专学历。

桐乡市农经局工作人员表示，希
望这些学生可以通过系统化的学历
教育，加强种粮技术和经验管理水
平，朝生态种植方向发展，减少对环
境的污染，最终来解决“今后谁来种
粮”以及“如何种好粮”的问题。

用学历教育助推粮食生产

桐乡中专班，迎来种粮人

本报见习记者 吕苏娟
县委报道组 汪峻 胡江平

山茶油，中国最古老的木本食
用植物油之一，以其极高的营养价
值闻名于世，被誉为“东方橄榄油”
和“舌尖上的液体黄金”。而用以
榨油的油茶果实，在常山有 2000
余年的栽培史，是常山“三宝”之
一。

常山油茶，尤以黄塘为名。这
个被誉为“浙江油茶第一村”的小
山村，一直以来靠山吃山，在生态
发展这条路上走出了自己的新路
子。

金秋 10 月，漫山的油茶都已
硕果累累，那绿叶白花间的金黄色
果实，在阳光的照射下，熠熠生辉，
引得游人纷至沓来。

最是丰收好时节
从常山驱车一小时，至八面山

腹地，安静的黄塘小村便坐落于
此。依山而建的房屋，层层向下，
似一片片梯田，在大山的怀抱中，
生生不息。

记者沿山寻访而上，沿途时常
可见一袋袋金黄的茶果出现，沿着
茶果堆放处向山下望去，密密麻麻
的山林中，几个人在快速穿梭。他
们背着篮子，手拿“J”形木棍，快速
将茶枝下拉，采摘装袋，不一会就
装满了一筐。

“今年雨水多，产量小，是小
年。”黄塘村村民王土香从山下爬
上来，放下一袋子茶果，满脸红润，
精神矍铄，丝毫看不出已 66 岁高
龄，“去年是大年，产了 800 多斤山
茶油。”

在黄塘村，村民习惯将收成好
的年份称为“大年”，反之则为“小
年”，花果同枝的山茶树，要均衡营
养，大小年几乎是交替出现的。每
年采摘季节（霜降前后 10 天），游
历在外的人们就会纷纷“返潮”，奔
赴八面山，采摘黄金果。因为一旦
错过采摘黄金期，茶果就会爆裂脱
落，再难榨油，而错过的每一滴油
都是村民眼中的“至宝”。

说话间，王土香的老伴也上来
了，二话不说挑起两麻袋 200 多斤
的茶果下山，健步如飞。王土香的
老伴今年已经 70 岁了，但身强体
壮，王土香认为这都是因为他们长
期食用山茶油的原故。

黄塘村种植了 4500 多亩的油
茶，这些油茶几乎都是“野生”的，
一年开一次花结一次果，无需化
肥，只需每年除一次草，来年自会
硕果累累。

电商助销山中货
在黄塘村入口处，一栋崭新的

3 层小楼格外醒目，它是今年 8 月
才正式对外开放的“农村淘宝服务
站”，是村里为解决百姓生活需求
专门开设的，也是“黄塘速度”的典

型象征。
“一年前，这里还是一个 10 米

深的大坑。”农村淘宝服务站的背
后是一栋在建的农家乐，再后面是
一座传统榨油技艺展示馆，建筑物
的右边是 3.2 公里的沥青通村公
路，左边是5公里的“油”步道。

“你想要什么，我们都能帮你
买到。”农村淘宝服务站负责人廖
倩冰是村里特地从杭州请回来
的。第一个月，她就帮村民完成了
34 万元的代购，拿到了 6000 多元
的“提成”，比她在杭州打工的工资
高了很多。

但更出乎意料的是，农村淘宝
服务站还成为了农村土特产的网
络代销点。今年 8 月下旬，从云南
和湖南过来的两个旅行团，在现场
观看完山茶油的古法加工技艺后，
通过农村淘宝服务站下单购置了
13000 元的山茶油，一时轰动整个
村庄。

早在 1998 年，黄塘村就以高
出市场价的保护价向群众收购山
茶油，并创办绿玲珑茶业专业合作
社，发动农户参股，实行统一加工、
包装，统一价格和销售。在全村的
努力下，山茶油的产量由每亩田 4
公斤变成了 11 公斤，价格也由最
初的每公斤 20 元涨至 70 元，农民
的收入节节攀升。农村淘宝的引
入，为这一剧变又加大了“筹码”。
未来，借助这一平台，黄塘村将打
造黄塘土特产品牌，提升土特产价
值，将全村及周边村的土特产销往
全国。

油茶文化引客来
秋风阵阵，暖阳正好。黄塘

村油茶林半山腰的舞台上，一众
村民身穿白色服饰，手拿钢叉有
序排开，音乐起，钢叉出，刀光剑
影间，钢叉撞击声和舞者的呐喊

声交相辉映，热闹异常。安静已
久的山村，迎来了最热闹的油茶
盛宴。

据《常山县志》载，钢叉舞起源
于清道光年间，距今已有 180 多年
的历史，2008 年被列入浙江省非
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沿舞台
而下，新建成的非遗文化展示馆坐
落于通村公路旁，来来往往的游客
纷纷入内，一赏钢叉舞、洗马舞、猷
辂拳等非物质文化遗产，品味村庄
特有的文化底蕴。

“我们正将村子打造成油茶主
题公园。”非遗文化展示馆所在的
道路正是 3000 多亩油茶基地的主
干道，漫山的油茶林遍布整座八面
山。黄塘村党支部书记廖红俊介
绍，目前，村里已经建成油茶博览
园、稻草文化公园、滑草场、观花
亭、小木屋等相关旅游项目，吸引
了众多游客。

去年，黄塘村成立了浙江常
山黄塘旅游景区开发公司，以“资
金入股、全民分红”的创新形式，
启动了八面山漂流项目，短短 3 个
月，门票收入达 63 万元。今年，

“衢州亲水节之常山新昌滑草漂
流文化旅游节”在此举行，当天就
吸引了 1 万多名游客，旅游总收入
达到 10 万元。10 月 21 日，2015 浙
江（主常山）油茶文化节也在此召
开。

如今，隐身于油茶林中的 3 栋
小木屋已正式对外开放，800 株红
花油茶将于 1 个月后开花结果，游
步道两岸的格桑花也将于来年春
天璀璨盛开。站在八面山顶遥望，
漫山油茶林随风舞蹈，似正召唤着
远方的人儿前来赏花品油，在山中
度过一段休闲安静的岁月。

被誉为“金色布达拉宫”的松阳县三都乡杨家堂传统村落，在夕阳的照耀
下格外亮眼。 雷宁 摄

常山黄塘村迎来油茶成熟季——

山间佳果，引来风景一片

春华秋实。 谢军 摄

俯看黄塘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