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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岭大山披绿甲，香榧基地献奇珍。

7月 14日，庆元县青竹香榧基地第一届香榧采摘

节，在一片红红火火、乐乐融融的鞭炮声中举行，70
多人参加简朴而特别的采摘仪式，没有领导讲话，也

没有剪彩，但气氛热烈，激情高涨。我应基地总经理

毛永铨之邀参加活动，看见果压芳枝、香飘翠林的香

榧基地，欣然提笔写下七律诗：

盆地绮霞明处碧，流云彩韵绣华篇。

承包赚得香盈树，开拓赢来榧奏弦。

高岭苍茫低岭翠，幼林妩媚母林婵。

茧花结出丰收果，汗水凝成幸福泉。

这是一片海拔 1200 米的草木郁郁葱葱的高山台

地；这是一处离村 3000米的风水聚宝盆；这是一方香

榧 200 多亩的春动生机、物宣时令，充满朝气蓬勃种

植芳园。

清晨，雨霁，薄雾，轻岚。走进香榧基地，映入眼

帘的是一株株高低参差不齐、旁逸斜出的类似于红豆

杉的香榧树。形似橄榄的淡黄绿色果实，沉甸甸地压

弯了树枝，透过光线掰开叶子，便见累累果实挂满枝

头。湿润清新的空气、明艳微暖的阳光和温柔微凉的

山风扑面而来，带着一股香榧青果的成熟气息，闭上

眼睛嗅一嗅，心都醉了。

妻与闺蜜轻轻撩开枝叶，情不自禁地伸手抚摸，

并挑选已经成熟开口的采摘，且要求我拿出手机实景

拍摄照片和小视频留念。

这是基地一年中最忙碌又最喜悦的季节。一批

农民工背着竹篓，戴着箬笠，裹着袖套，走到树下，抓

住树枝，把微微泛黄的、开口的成熟果粒一一采来，

放入竹篓之中；一株树采完，再弯腰捡起掉落在草丛

中的果子。

我是第一次体验采摘香榧，十分好奇：拿起一颗

已经开口，但尚未吐露出来的“绿宝石”；沿着缝隙剥

开皮瓤，手感黏糊糊的，只见两头尖尖，呈椭圆形，又

如橄榄形状的坚果——“棕色宝石”瞬间出现；可谓是

外表呈绿色，内里灿文章。闻一闻，味道像新鲜的芹

菜，一股清香沁人心脾。

“嘉木择地而生”，青竹香榧得益于得天独厚的地

形、气候和土壤等地理条件，更得益于种植团队的执

着坚守。

青林拥绿幔，涧水耀银波。基地里笔挺伟岸的多

为雄树，一棵雄树为多棵雌树授粉，如银杏一样“一

夫多妻”的自然生态法则。花粉通过空气、风、鸟传

播，进行不断交配、繁殖的美妙过程，简直是万物中

的一个奇迹，是一段执着痴迷的情感历程。香榧的结

果尤为复杂，从开花到结果，往往需要三年时间。即

一年开花，二年结籽，三年成熟。香榧是“千年树，三

代果”，俗称“三代同堂”，香榧树又被称为“公孙树”。

毛永铨说，基地里的榧树已经培育 15年了，如今

才有收获，当然，今后每年的产量会成倍增加，只有

到了几百年的壮龄树，才能真正达到硕果累累。

香榧的成长拒绝了草木一秋的那种急功近利，而

是生就了功在千秋的那份执着坚韧。也因此，香榧的

产量受到限制，不仅树生长缓慢，连果子也是一点一

点吸取日月精华，需三年光阴才积淀而成。而一颗饱

满的果实，才指甲盖般大小。榧树更是金贵，一根枝

折断了，要几年才能修复。榧农们在采果的时候，宁

可冒着手掌被刺伤的危险，也不能站在树下用摇晃和

打枝的方法，去震落满树的果子，而是小心翼翼一颗

颗用手指去采摘。

品借高山云雾质，香凭崖畔芝兰魂。果实采摘回

来后，还要经过数不清的工序才能烘焙成香美、松脆

可以即食的香榧成品。

很多人吃香榧都纠结于去壳之后、果仁外那层干

枯的黑衣到底能不能吃？细致入微的人还会不嫌麻

烦地将那一层黑皮刮掉，但其实这层黑皮不仅无害，

还能够养胃驱蛔虫的。

香榧，冰肌资润泽，香气溢芬芳。不仅极具观赏

价值，而且按照“药食同源”的古训，其营养价值高超

而丰富，具有免疫抗病、保护心脑血管的功效；具有

强身健体、延年益寿、降脂活血、生津滋补、舒筋壮

骨、排毒养颜等药理作用。

林深惊俊鸟，榧熟醉达人。这篇拙文，我用之前

为香榧基地写的一首词作结。

苏幕遮·青竹香榧咏
水长流，山不老。岁值华年，坡下春来早。

朝曙晚霞挥臂镐。香榧青葱，长势随风笑。

树摇钱，盆聚宝。粒粒仙姿，果似蟠桃妙。

绿吐柔情裁别调。赤子弄潮，漫步人生道。

林深惊俊鸟 榧熟醉达人
陈永生（庆元）

朱老师全名叫朱一庆，刚接任我们班级

语 文 老 师 的 时 候 ，他 刚 成 家 不 久 ，初 为 人

父。朱老师年轻，有经验有阅历，像个可以

亲近的大哥，一个真正可以交心的朋友，一

个值得我们信任的人生导师。

朱老师上课的时候，时常会将一大摞的

书搬到讲台上，那些书里有着他在授课过程

中将会延伸到的内容。其他班级的同学们应

该羡慕的，因为我们时不时地便能享受到朱

老师带给我们的知识盛宴精神大餐。朱老师

说话声音不大，却是清晰圆润，侃侃而谈，极

有风范。

朱老师是我们的副班主任，朱老师性格

恬淡，平易近人，几乎从不发火，这让那个年

龄段的我们感到特别的亲近。在我们很多同

学的心里，他是比班主任更加亲近的老师。

每当期中或者期末考试结束，朱老师让我们

到他家里狂欢，通宵达旦。朱老师对待学生

如同家人，不少同学都有过在他家里共度节

日的经历。毕业后，绝大多数同学都做了人

民教师，回头想来，师生之间能有这样深入

的交往融洽的关系，是极其难得的。我们都

很珍惜曾经有过的那段岁月。

记忆中，朱老师在课堂上是花了不少精

力和我们讲李白的，还将许多篇诗歌打印成

册作为辅助教材发给我们，那段时间的课

堂，无疑是最有激情的课堂。如今想来，朱

老师给我们浓墨重彩地讲李白，内心应该是

有所寄托的，或许也有点类似于“借他人酒

杯，浇自己块垒”的意思。

三年的读书生涯，相比漫长的人生岁月，

是短暂的，但是，但凡留在脑海里的东西都在

潜移默化中影响着你。我已经记不起那曾经

的一节节语文课都是怎么度过的，但我深深

地记得，就是在那时的课堂上，我希望自己日

后站在讲台上，也能够像朱老师一样出口成

章行云流水。如今，有听过我上课的人曾经

夸过我的口才的，这份肯定里一定有朱老师

的功劳。朱老师浓厚的书斋气，以及他与世

无争的恬淡个性，也一定是影响到我了。

毕业之后，我还是特意去过朱老师家的，

我准备好了一肚子的困惑等待老师的解答，

如今这些困惑和具体解答当然都已经忘了。

后来，朱老师从松阳师范调到了丽水学院，

长期住在了丽水城里，离我家不远，我去过

他家的，还在他四壁图书的房间里沉迷了半

天。朱老师说，他在学校负责校史的整理和

编纂工作，平时就是埋头找资料低头写东

西。学究式的工作模式是适合朱老师的。看

得出来，朱老师也很满意这种工作状况。

在同班同学陆续调到了城里之后，同学

之间的聚会变多了，也有几次在聚会中见到

朱老师的。能见到朱老师，我总觉得我肯定

是其中最兴奋的一位。同学们都长大了，大

家都有了足够的发言权，在饭桌上每个人的

嗓门都要比朱老师的更大。

还记得在毕业晚会上，朱老师对同学们

的寄语。朱老师说，他不奢求每个同学都爱

好读书，他只希望有好多同学能够坚持做到

每年看完 5本书。庆幸的是，我做到了！

一个老师最大的幸福和欣慰，就是希望

同学们能够超过自己的。我们班上的同学

们，教书的教书，从政的从政，经商的经商，

竟没有一个同学在学问上能够接近老师的！

这难道不是作为一个学生最惭愧的事情吗？

当我们的心智已经定型，当我们到了足够成

熟的年龄，和自己曾经最亲密的老师，在心

灵上竟然难以对等地沟通，这究竟是不是一

件遗憾的事情？

朱老师已经退休了，祝福朱老师晚年生

活幸福！

朱老师
徐伟龙（莲都）

有一些老师，表面看似极普通的一个人，倘若深

入了解，发觉已经慢慢震撼了你。以致在悠长的人生

中，你会常常突然想起那个校园里有故事的那些人。

我和邢方方老师认识很多年了,她在景宁县城教

书，我在乡下学校任教。彼此之间很少见面，只是近年

来我的侄子在景宁中学读书，刚好是她这一届的学生，

让我有了更多的机会和邢老师沟通。我的侄子小学在

上海读书，初中转到景宁，学习成绩不是很好，高中考

到了景宁中学。因为刘佳荣的爸爸和妈妈都在上海经

商，作为他的大伯我每周送他上学。

到学校的次数多了，邢老师知道我喜欢文学，让

我到她的班级上一节课。那天，我给高二的学生讲了

《传承优秀文化，让诗歌照亮我们的生活》，孩子们认

真地聆听我给他们讲解景宁本土的古诗，邢方方老师

也像一个学生一样听我讲课。其实我知道，我只是一

个普通的家长，而邢方方是省特级教师，她虚心好学

的精神让我钦佩。下课的时候，她们班级的蓝茜同学

将一束鲜花赠送给我，此时此刻，教室里还响起学生

雷鸣般的掌声，这掌声不仅仅是送给我的，更是送给

教导有方的邢老师。

邢方方是一名军嫂，老公在丽水武警支队工作，

作为军嫂的她承受了太多的压力：夫妻分居、抚养女

儿⋯⋯但她硬是克服了这些困难，放弃了一次次可以

夫妻团聚的机会，安之若素，心系景中。她说：“教育

者任重道远,有时不得不怀疑自己是否入错了行？当

我疲惫地走进教室时,望着一张张可爱的脸庞，瞬间

我忘却了心忧，坚定了自己的信心。总是一片诚心待

你，只想你们能够高飞天空，孩子，你能明白老师的

一番苦心吗? ”

我的侄子初中阶段行为规范、学习习惯、学习态

度都表现不大好，家长经常被叫到学校听老师训话。

有一天军训课，他在叠被时那专注的眼神被邢老师拍

到了。于是，邢老师借着这一张照片,找他谈了一次

话，告诉他，他身上有闪光点，并谈了老师对他的看

法和期待,引导他高中三年应该要怎么做才更好。通

过一年时间的观察看到了他明显的变化，每日都在进

步。后来，我侄子考上了他自己心仪的本科大学。再

后来，家长在微信里表达了感谢的话语，作为担任了

三年班主任的邢老师内心感受到了付出的价值。她

经常跟年轻的新老师说：“老师的爱跟随孩子们到了

五湖四海，我希望你们也要把更多的爱传承下去。”

邢方方是景宁中学的一名思政课老师，也是一名

班主任，每天起早摸黑与学生相处。最近拜读了《润

物无声——浙江名师的教育智慧》关于邢方方老师

《1176 天的老班日记》，读后非常感动。邢方方老师

说：打开电脑,要码下一些文字，我的思绪被拉回到

2017 年 4 月 23 日 ，那 是《1176 天 的 老 班 日 记》的 起

点。从这一天开始,我每天记下 2020届孩子们的青春

点滴、成长历程,没有一天中断，一直到 2020 年 7 月

11 日，一共记录下 1176 篇“老班日记”,写下近 100 万

的文字。每一篇日记都是文字+图片的形式呈现，每

一篇都有这一届孩子生动的记录。今日,我回首这

1176 天的日夜,带给我的是美好的回忆,是温暖的情

感,是对孩子们最长情的告白。最后邢方方老师任教

的 2020届有 151名学生一本上线。

邢方方老师作为一名基层普通学校的特教老师，

认真践行“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的教育理念，在

她践行教育理念和感染之下唤醒更多的学生走向成

功的彼岸。

润物无声育桃李
刘奕春（景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