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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城事·重点

阅读提示

先烈故居、革命旧址、红色展品，梭溪塘岭村深入挖掘红色资源，红绿融合发展之路走得
越来越顺畅。

□ 通讯员 李浚豪

买来一堆书，但几乎不怎么看；囤一堆会员卡、优

惠卡，没用过几次；手机装了数不清的APP，相册里存

着永不删除的照片；家中衣物堆积如山，却一样也舍不

得扔……丽水市第二人民医院心理咨询中心主任闫凤

武认为过度囤货、总是舍不得扔东西，可能是得了一种

病——囤积症。

囤积上瘾的人，往往陷入强迫性收集的怪圈，无论

是金钱，物品还是虚拟物质，如果囤积程度超出了合理

的范围，就会成为“囤积症”，在心理学上称“强迫性囤

积症”。

囤积症患者似乎更能发现物品的“价值、使用潜

力和意义”，这些物品给他们带来更大的情绪波动，

因此会根据当下的需求，作出强迫性决策。既高估

了物品的潜在价值，也对未来进行了不切实际的畅

想。

“目前，市民囤积症认识有误区，就诊率低，”闫凤

武说，囤积症是一种强迫行为，过度性地收购或收集物

件，即使是不值钱、有危险性或不卫生的物品，有人甚

至因此无法正常生活。目前人们对囤积症缺乏认识，

大多数囤积障碍的患者并未及时就医，实际就诊率很

低。

造成“囤积”行为的原因有多种，可能来源于遗

传、环境的影响，比如家庭的影响、个人的生活经历

等；童年时期创伤，或者虚荣心、从众心理等。患者

可能有犹豫不决、完美主义、选择困难的性格特点，

而通过“囤积”大量东西，从中获取心理慰藉和安全

感。

生活中，有人常觉得压抑无助、焦虑，囤积东西能

让他们感觉轻松，同时通过保存物品来回避决定是否

需要丢弃物品的焦虑，久而久之，这种情绪的缓解与节

省、获取行为的链接导致囤积症状逐渐加重。

严重囤积行为，多发生于老年人群，但有研究表

明，囤积行为通常在青少年时期就有所显现，如果不加

干预，可能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发展为囤积症。

当出现“囤积症”倾向时，最好前去专业的医院进

行评估，判断症状严重程度，必要时进行心理治疗或药

物治疗，早期治疗能提高生活质量。

不停买买买，东西舍不得扔，专家提醒警惕囤积症

□ 记者 朱剑 麻东君 朱敏 通讯员 钟俊燕

从遂昌县城出发，沿着蜿蜒的山间公路行驶 1 个

小时，就到了金竹镇梭溪塘岭村。中共遂昌县委机关

驻地旧址傅正友公祠、革命先烈唐公宪故居、遂昌县工

农革命军武装暴动誓师大会旧址梭溪庙便坐落于此。

近年来，梭溪塘岭村深入挖掘红色资源，拓展红绿融合

发展之路，由此成为一个名气不小的红色村落。

修缮红色遗址，成为红色研学基地

梭溪塘岭村位于金竹镇东部，距遂昌县城 51 公

里，如今有村民 1000 余人，是典型的革命老区。在土

地革命战争时期，这里诞生了浙西南地区第一个县级

党组织，创建了浙西南地区第一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

的革命武装，打响了中国共产党在浙西南领导开展武

装斗争的第一枪，走出了以唐公宪等为代表的全省最

早的一批中国共产党员。抗日战争时期，这里成立了

金叶和梭溪两个中共分区委，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抗日

救亡和二五减租等运动。解放战争时期，这里是中共

遂昌县委及其武工队的主要活动地和驻地。

近年来，梭溪塘岭村加强了对红色资源的修缮、管

理。村党支部书记傅国军介绍，2013 年，遂昌县拨付

60万修复资金，对唐公宪故居进行修复，基本恢复了房

屋原有的整体格局。

从唐公宪故居出来，往北 1800 米，一面鲜红色的

党旗格外耀眼。鹅卵石和水泥板铺就的通村道路尽

头，便是中共遂昌县委机关驻地旧址傅正友公祠所在

地。公祠大门正对面立有一旗杆，旗杆顶的红旗迎风

招展。粉墙黛瓦的主体建筑为二进三开间，屋顶的马

头墙相比四周的民房显得尤为醒目。但从前，这里也

同样面临着同唐公宪故居一般年久失修的尴尬境遇。

“县政府分别于 1988 年、2006 年拨款对其进行修

缮。”傅国军告诉记者，修缮后的县委机关驻地旧址先

后被列为市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市级党史教育基

地。后来，它还成为了县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县级文

物保护单位、县“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基地、县青年志愿

者学习实践基地。一时间，梭溪塘岭村成了红色研学

基地，村里的游客络绎不绝。

以红带绿，带动村民增收致富

夕阳西下，落日余晖洒在梭溪塘岭村的青瓦泥房

上显得别有一番风味，村子里的参天古树树影婆娑，与

老旧民房的白墙灰瓦交相辉映，景致古朴自然。梭溪

塘岭村有保存完好的古民居 2座、古祠堂 1座、古戏台

1座、古道 4条、古渠 3条、古寺庙 2座，被评为全省第二

批(2014年)历史保护村落。这里保留着传统的民俗文

化，打麻糍、做黄粿是每家必备的绝活，尤其是过年过

节时热闹非凡。

这些旅游资源随着红色研学产业的兴旺而得以挖

掘，村子里的人流量渐渐多了起来，村民郑长煜借此机

会开起了农家乐和民宿。“单是开办农家乐，一年至少

就有 7万元的收入，去年接待了 900多人。”郑长煜说。

除此以外，村里还拥有金竹镇面积最大种类最多

的中草药基地——药王谷。2012 年 7 月，遂昌县青苗

中草药专业合作社在此成立，总出资额 100万元，从事

中药材、食用菌科研、生产开发、经营销售。

傅国军表示，通过几年的努力，合作社在县委县政

府和金竹镇党委、政府的帮助和扶持下，将先进的物联

网技术运用于三叶青基质育苗，育苗连栋大棚 2000平

方米，育苗床 1000平方米，可以年产三叶青种苗 500多

万株。核心基地 700亩，其中钢架大棚 300亩，年产三

叶青 20吨，产值达上千万元。

“今后计划将药王谷基地打造成一个集旅游观光

种植于一体的千亩中药材种植基地，这将带动我们村

集体收入和群众致富增收。”傅国军说。

打造红色研学基地，带动绿色产业发展

遂昌梭溪塘岭村：红绿融合谱新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