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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说过“花园村”的上海人并不多，它是坐落在浙
中腹地东阳市南马镇的一个村庄。
在探访之前，我就了解到“花园村”被誉为“中国农

村第一城”。为何“农村”又称之为“城”？带着这个疑问，
我开启了此次考察之旅。
从进村开始，眼前不见寻常农村的村舍稻田与阡

陌纵横，路边是统一规划设计的红白相间的住宅，红木
商铺长廊，还有 99米高的雷迪森大酒店和 88米高的
摩天轮，映入眼帘的还有一处劳务市场及一座大型游
乐场。目之所及，确实充满了“城”的味道。
见到花园村党委书记邵钦祥后，上述谜团终得破

解。原来，花园村作为一个行政村，是在去年 11月被浙
江省政府批准成为小城市培育试点的。
这一成绩背后更令人振奋的成就是：
2020年，全村 1.4万多名村民的人均年收
入已经突破 14万元，还享受着 30余项
公共福利；另有常住村里的 5万多外来
人口也共享着花园村发展带来的红利。
花园村造富，不在田里，此地种植的

是另一种“作物”———基于高科技产业、
现代商业和服务业生产出来的高附加值
工业产品。花园村现在拥有 1家上市公
司、7家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还有近 3000

家个体工商户。上市的“花园生物”把中
科院的项目引进村里，如今已经成为全
球最大的维生素 D3中间体产品出口基
地。村里的红木市场则是更大的创富“源
头”，这里是全球最大的红木家具专业市

场，也拥有最完备的红木家具全产业链，村里近 70%

的个体户和红木产业息息相关。花园村 40年走出了一
条“以工强村、以商兴村、以游美村”的符合自身发展实
际的“花园之路”。
“花园村”不仅自己富裕，还实现了先富带后富，强

村帮弱村。从 2004年开始，花园村从一个面积不到 1

平方公里、人口不足 500人的自然村，
相继合并周边 18个村，成为一个面积
12平方公里、人口逾 6.5万人的大村。
为了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消除村村
之间的隔阂，邵书记开出一剂“猛
药”，他宣布新并村后的新花园，财务统一、福利统一、
村庄规划建设统一，村民看病在医保基础上再报销一
半金额；每人每月发米、肉、油、蛋；实行 16年的免费教
育制等。

花园村的富裕，不是“被人均”的富裕，而是货真
价实的“共同创富、共同享福”。
我深深感到，花园村 40年发展成就的“初心”在于

它秉持的五个“不动摇”方针，即“坚持党委领导、党员
带头不动摇；坚持依法治村、民主管理不动摇；坚持发
展工业实体经济不动摇；坚持为民、利民、惠民、富民不
动摇；坚持打造中国农村样板、世界名村不动摇”。正是
有了这样的信念和坚持，使得我眼前的花园村如此美
丽、富有和现代化。
“花园村”只是中国大地千万美丽乡村发展的一个

缩影，它找到了乡村经济发展的新动能，实践了社会治
理的新模式，也摸索到了乡村管理的新途径，并创新了
城乡融合发展的体制机制。在花园村开展的乡村振兴
综合改革试点，将成为新时代美丽乡村建设的新标志，
具有首创意义。

剪报乐
潘修范

    那天，冒着淅淅沥沥春雨，
来回乘十多站公交车去邮局，
只为买张报纸，准确说是买作
家裘山山撰写的报载文章《年
龄这回事》。其实，这篇散文我
前一天在网络上看过，正因为
看了，所以去买。出邮局，把报
纸套进特意随身带的塑料袋，
撑着伞，脚步很是轻快。
我家订报标准是儿子这句

话：“老爸，就订你剪得最支离
破碎的报纸。”支离破碎，在此
并非贬义，相反，是我衡量报纸
质量后的真心褒奖。一报在手，
再一把剪刀一支笔，感兴趣的
文章要剪，有价值的资料要剪，
待商榷的议论要剪，特色图文

要剪，匡
正谬误、

成一家之言的更要剪。因此，我
家报纸“披沙沥金”后自然“体
无完肤”矣。至于没订阅的报纸
杂志，一旦需要也得想方设法
弄到手。

与别人不同，我剪报不粘
贴，不装订，仅止于分门别类纳
入相关图书。这于学习大有裨
益。有关字词句勘正的，我夹进
《咬文嚼字》《古今词语通俗类
解》等书刊；域外风情、旅游杂
记，按国别纳入《带一本书去巴
黎》《让欧洲微笑的建筑》等图
书；写吾乡吾土、乡情风物的，
我收进《沪乡记事》《莘庄方言》
等书中，让我这游子有了归属
感；即便美食文章、餐饮掌故，
我亦或分菜系，或按作者，或随
专题归入《云游民间多味斋》

《南船北马 吃东吃西》《上海老
味道》等旁人眼里的“闲书”，知
其味知其所以然。

都说踏破铁鞋无觅处，得
来全不费工夫。我如此剪报，
于写作尤为助力。几十年读报
剪报，日积月累，要关注某专

题，涉及某知识点时，查看有关
图书，会发现书里夹的资料已
厚厚一叠，有的书甚至被涨得
如同“十月怀胎”，“一朝分娩”，
自然“呱呱坠地”。我们曾在江
西“小三线”工作多年，对军工
建设饱含感情。报载有关小三

线历史和变迁的文章，三线人
的回忆录，我均剪下收入《三线
风云———中国三线建设文选》、
《“口述上海丛书”小三线建设》
等著作，分析对照同系上海包
建的安徽与江西“小三线”之异
同，使资料翔实，线索清晰。经
大家努力，我们终于出版《我们
人民厂———江西“小三线”9333
厂实录》一书，被“小三线”研究
专家徐有威教授誉为研究“小
三线”建设历史的“全国第一本
正式出版物”。
这些年，作家设专栏、写专

题文章不少，可惜星散零乱，难
以串接。我着意将相关资料归
拢。例如：作家潘向黎在报上开
辟“茶可道”专栏。同好这口
“茶”的我，欣赏美文，细细品

啜。她连
续写了多
年，我随之剪了多年。一俟“茶可
道”系列收尾，遂将几十篇茶文自
己设计封面，装订成册，最后请作
者题签。作者很是意外：“读者寄
剪报的也有，但从未见有成书的，
更无精装本了；况且我书还没出
版，自己都没呢。”嘿嘿，这是我独
一份的《茶可道》。越明年，正式出
版，作家第一时间送来新书。两相
对照，那份欣喜，难以言表。
最近，青年作家甫跃辉听到

我剪有他十多篇文章并多次询问
其第一本散文集《云边路》何时出
版时，他对我说：“有您这样的读
者是作者的幸运。”我呢，深感可
遇不可求之二者，实为彼此之幸，
剪报之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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辣
陈
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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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某些国家的人吃辣很
厉害，如墨西哥人、印度
人、匈牙利人、朝鲜人、韩
国人……中国某些省份
（湖南、四川、湖北、云南
等）也以吃辣椒出名，这些
地方的人嗜辣椒已经到了
“无辣不吃饭”的地步。革
命战争时期，部队上也流
传着“不辣不革命”的豪言
壮语，毛主席吃辣
椒的本领和瘾头特
别大，他随身带着
干辣椒，不吃饭的
时候也会把辣椒送
到嘴里嚼食。英国
女王伊丽莎白二世
有一次宴请贵宾，
她照例自带辣椒酱，并向
客人解释说：“没有辣椒的
饭菜好比是病号饭。”
墨西哥人吃辣椒已有

8000多年的历史，他们可
以把一顿饭全部用辣椒
做成。印度人的炒辣椒更
绝：把油熬热了，先扔几
个干辣椒到油锅里，接着
再放几匙辣椒粉，最后再
把切好的新鲜辣椒倒入锅
里煸炒。
美国新墨西哥州有个

叫哈奇的小地方，每年的
9月 5日在这里举行热闹
非凡的辣椒节，届时进行
辣椒品种评比和辣椒菜肴

烹饪比赛，还要选出一位
“辣椒女王”。该地一位名
叫琼 ·罗斯福的农民曾培
育出长达 35厘米的辣椒，
从而获奖，并将记录载入
《吉尼斯世界之最大全》。
哈奇这个地方只有居民
1300 人左右，一到辣椒
节，加上各地来赶集的农
民，临时人口总量一下子

可翻 25倍，人们在
辣椒节上出售新鲜
辣椒或辣椒酱。
墨西哥也有一

个辣酱节，在每年
的 10月份举行。墨
西哥城南部阿托克
潘村的大部分村民

从事辣椒酱生产，辣酱节
期间村民们当场制作辣椒
酱，现做现卖，成为颇受游
客欢迎的旅游食品。

辣椒原产南美洲，十
七世纪传入我国，故亦称
“番椒”，又名“榛
椒”“大椒”“辣茄”，
有 7000多个品种，
包括辣的和不辣
的；其实，只有辣的
才叫辣椒，不辣的应称“甜
椒”或“彩椒”（包括青椒）。
我国云南有一种辣椒，奇
辣无比，只要舌尖稍微碰
一下，就会使人辣得难以
忍受，疼痛万分。墨西哥阿
兹台克人把辣椒的辣度分
成“辣”到“极辣”6 个等
级。1912年，美国制药家
斯科维尔制定了测量辣度
的方法，因此辣度的单位
也就叫斯科维尔。一位被
称为“辣椒博士”的美国植
物病理学家用这种测量方
法测出甜椒的辣度为零，
墨西哥最辣的辣椒“哈巴
内罗”有 30万斯科维尔。

辣椒能把人辣出眼
泪、辣出鼻涕、辣出汗水，

不爱吃辣椒的人禁不住要
问：“人们何苦要吃辣椒
呢？”这是因为吃辣椒有三
大好处：营养丰富、祛风散
寒、增进食欲。每 100克辣
椒的维生素 C 含量超过
100毫克，在蔬菜中占首
位，此外，辣椒尚含有维生
素 B1、B2、胡萝卜素及其
他营养物质。谚语曰：“三
个辣椒，顶件棉袄”。辣椒
中的主要辣味物质辣椒
素对身体具有刺激作用，

辣椒素一旦和舌
尖及嘴里的神经
感受器接触，神经
递质即将“烧灼”信
息传给大脑，大脑

便让身体处于戒备状态，
心跳和脉搏加快，皮肤血
管扩张，从而使人感到“发
热”。大脑同时促进胃液和
唾液分泌，使胃肠蠕动加
快，有利于消化和增进食
欲。

辣椒，很多人越吃越
想吃。据心理学家分析，吃
辣椒后，“烧灼”信息使大
脑把身体作为“受伤”对
待，促使身体释放一种自
体止痛剂，这种自体止痛
剂就像少量麻醉剂，能起
一种轻微的欣快作用（精
神快感），专家称此为“辣
椒微醉”。难怪人们明知
辣椒很辣，却仍然如此爱
不释手。

“穷开心，苦作乐”
可 燃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我在农村“战天
斗地”，接受“再教育”。公社分配给生产
大队一台手扶拖拉机，农忙时替代老牛
犁田，农闲时去跑短途运输，农村青年结
婚用手扶拖拉机去女方接亲，像现在用奔
驰、宝马骄车去接新娘一样时髦和风光。

我所在生产队是种植棉花和粮食的。
有一年的五一劳动
节，这是难得的放假
一天。生产队队长一
时兴起，去生产大队
叫了辆手扶拖拉机，
召集了队里的一些青年男女，“去西郊公
园白相”。平时没有娱乐活动的这些青年
农民，一听去“白相”，个个踊跃参加。

早晨，太阳刚露脸，拖拉机手小张已
经把带有拖斗的手扶拖拉机停在打谷场
上，这些青年男女换上了干净的
土布衣服，有的女青年头上戴着
刺绣的包头巾，像走亲戚一样坐
上了手扶拖拉机。约有 20个男女
青年，挤在一个手扶拖拉机车斗
中，相当拥挤，每人只能站立并相互勾肩
搭背牵牢着。拖拉机手小张怕出事故，千
叮万瞩：“大家相互拉拉牢！”那时手扶拖
拉机可以在上海南京路上穿行。

从宝山罗店到上海西郊公园有三十
多公里路，手扶拖拉机最快速度约每小
时 15公里，路上要行驶两个多小时。那
时郊区的公路都是煤屑路，路面高低不
平，汽车开过，后面马上是一大股“腾云
驾雾”的灰尘。五月份太阳已经开始火辣
了，一拖拉机男女青年拥挤在太阳暴晒

的高温下，个个热得汗流浃背，会车时，
灰尘劈头盖脸地撒来。大家相互对视，个
个都像唱京戏的花旦，路上有时一阵阵
剧烈的颠簸，大家还会忍俊不禁。

手扶拖拉机开到哈密路延安西路
口，离西郊公园近在咫尺。路上有红绿
灯，警察见到手扶拖拉机满载一车青年

男女，马上伸手示意
拦下。生产队长见状
立即上前和警察去说
情：“这一车都是革命
群众，难得劳动节休

息，我组织他们来西郊公园白相！警察同
志你宽容一下！我伲乡下人，不懂交通规
则。”生产队长低头哈腰的姿态，一改平
时在我们面前盛气凌人、吆五喝六的态
度，让我感到相当的滑稽。

手扶拖拉机被拦下来后，即
刻引来了围观的群众，大家七嘴
八舌，“乡下人难得出来白相的，
放一码人家跳跳！”“阿乡乘阿乡轿
车来白相西郊公园，嘻……嘻！”他

们的话，使我心里感到五味杂陈。
警察看着一群乡下青年农民，觉得

很无奈，顺着马路上群众的说情，把手一
挥：“走吧！”大家又一呼轰跨上“阿乡轿
车”，小张给足马力，“叭……叭……”地
向西郊公园驶去。
那次白相西郊公园，已过了半个世

纪。那时没有照相机拍照，可我还是记忆
犹新。在那物资严重匮乏的年代，这确是
一次“穷开心，苦作乐”的旅行。这次“旅
行”，也让我格外珍惜今天的美好生活。

三言两语记
徐弘毅

    规章制度是把双刃剑，弄得好能使
坏人不敢作坏而从好，弄得不好会叫好
人不从好而使坏。

规章制度制定得好，
是好；而不执行，则坏。
放任自流，再好的规

章制度也是假面具一副，
且害人、坏事越多。
骗子频频容易上手、得手，因为傻子

多多可以上当而少得当。
自己喜欢“豁胖”，少叫人家减肥。
注重听取各执一词，注意少听一面

之词。
与其喋喋不休地炒

作，不如默默无闻地劳作。
不讲情的地方，义无

立足之地。
懂己保暖，给人温暖，

留世和暖。
有人指错，当为事好；

无人指教，当防事糟。
人少持误，事少迟疑。
没有几种应变能力，

少来一种应景幻想。
门槛见高，不是坏

事，起点高，基础扎实，更
好为事；门槛见精，不是坏
事，脑子好，经验积累，
更好为人。
在计较别人的眼色中

行事，做不好你自己的事。
善学、能思、会行，少有

看不懂人和想不通事。

自以为高人一等或自以为矮人一
截，难有平等相言与相待。

大千世界遇不上几个小人，还真显
示不出你的大气大度。
少与小人啰嗦，少为

小事啰嗦。
少为小事捣鼓，勿与

小人嘀咕。
持有激情向上和积极向往的本色，

才有青春常在的五颜六色。
说得在理，心有共鸣而出声；讲得在

路，行有共勉而出步。

郑辛遥

    饭局客套话：家宴———味道像饭
店；饭店———味道似家里。

电话传真情
姚胥隆

    没想到，小弟六八届高中同学退休李医生竟成了
我家的义务医疗顾问。
恢复高考后，李医生考上大学，毕业后分配在佳木

斯医院工作，后出国进修。作为引进人才，他回到了出
生地上海，到浦东一家医院任心内科主任。

那已是三十多年前的事了。
小弟和他虽分隔两地，但联系从未中断。小弟知

嫂子有心脏病，就给了我李医生家的电话和手机号
码，并说有事尽管问他。想不到，还真的派上用场。
妻因心肌梗塞，一年多前装了个支架，出院后，情况不

太稳定。我有点焦急，第一次与李医生通话。了解情况后，
他详细地告知有关疾病的知识和注意事项，足足讲了
半个多小时。据小弟说，
他的旧笔记本上留有三
十几个需咨询的电话。
一次妻去社区医院

就诊，因电梯坏了，上下
三楼只能走，回家躺在床上，呼吸困难，量血压，无显
示。我非常紧张，即拨通李医生电话。他听完情况，平静
地告我：不要紧张，包括病人，好好休息，半小时后会缓
解，目前先观察再决定是否急诊。后进展如李医生所
料，缓解，半小时后量出血压，基本恢复。
又有一次，妻去复诊，由放支架的医生接诊。他根

据射血分数低的依据，即开住院单，需装三相起博器，
费用十余万。我举棋不定，请教李医生。他看了检查报
告后，经全面分析，肯定地回答我：不需要装。事后妻的
恢复，说明李医生的判断是正确的。

有了这样一位心内科的退休专家可以随时咨询，
实在是雪中送炭。我几次与小弟商量，要送点东西，以
示谢意。小弟说，他从不收人家东西的。

我们虽非亲人，也从未相见过，却受到他亲人般
的关爱。他退而不休，分
文不取，用电话作为工
具，主动义务担任众多病
家的医疗顾问。医疗咨询
的通话声，充满了人间的
真情和温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