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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尿毒症晚期患者的诚信电话
本报记者 麻萌楠

通讯员 叶旭耀 游蓓蕾

“章法官，我也没有其他财产了，在
青田的房子就麻烦你们处置一下， 变现
后替我把钱还给申请人，我也就安心了。
人活着，就要讲个‘信’字。 ”视频那边的
陈成（化名）躺在病床上，形容枯槁，有气
无力地说道。

近日， 青田法院执行局助理法官章
狄杰， 突然接到一个来自上海的陌生视
频电话， 电话那头便是法院一直寻找的
被执行人，此刻他正躺在病床上。挂了电
话后，章法官的内心久久不能平静。

一名欠债 50 万元外加利息，失踪了
10 个多月的被执行人，就在大家都以为
他是为了逃避债务躲了起来， 成了 “老
赖”。法院也对其名下房产进行了腾房处
理的时候，却不知道，他已经到了尿毒症
晚期，每日只能在病床上度过，生命更是
岌岌可危，但一听到腾房的消息，却依然
拨通了这个电话，表示要还钱。

陈成今年 57 岁，早些年在青田经
营石雕生意， 曾经也红火过一段日子。
但随着行情的变化，陈成的生意越来越
差， 到后来也四处借钱， 维持着生意。
2016 年， 做生意赔本的他想要东山再
起，便向一名朋友夏宇（化名）借了 100
万元。两年时间里，陈成已经还了 50 万
元， 至今尚欠 50 万元及利息 17.37 万
元没有归还。 但在 2018 年 3 月之后，
他却突然好似人间蒸发，没了踪影。

这让债权人夏宇感到担心， 感觉
自己遇到了“老赖”，欠债跑路，甚至逃
避法院执行。 手机打不通， 人也找不
到，夏宇多次联系陈成均无结果后，无
奈之下将其诉至青田法院。 判决生效
后 ， 依然未见其踪影 ， 夏宇于是在
2018 年年底向青田法院执行局申请
强制执行。

立案后， 青田法院依法查询了陈
成名下财产。 发现除了一处坐落于青
田东门小区的房产外， 再无其他可供
执行的财产，而陈成依然不知去向。今

年 1 月， 青田法院依法送达查封裁定书
并张贴腾房公告，在异议期内，也没有人
提出异议。

眼看腾房即将开始， 陈成的视频电
话突然打了进来， 这让执行干警和法官
感到意外，但更意外的是，视频连线后，
画面中的中年人脸色惨白，面容瘦削，十
分憔悴。 “法官你好，我是陈成。 ”陈成解
释， 他并不知道家乡所发生的一系列事
情，自己成了被执行人，房子要被腾空。

原来，2018 年以来， 陈成突然觉得
身体不好，头晕无力，经常呕吐，到医院
检查以后才发现自己患了尿毒症。 于是
从 3 月份开始便到了上海一家医院治
疗，手机号码也换过了，也就是从那时候
起，他消失了，在上海也是一边借钱一边
治病，生活十分潦倒。 直到近日，有朋友
看到他家门口张贴的腾房公告才把这件
事告诉了他，他托了本地的朋友，最终才
联系上了青田法院。

陈成在电话中，面容憔悴，说一会休
息一会，他表示愿意配合房产处置、积极

履行还款义务的意向让在场的人感动不
已。 “他自始至终仍没忘记还钱， 仍讲诚
信，令人动容。 ”章狄杰说。

并且， 陈成还联系了一位十多年未
见的朋友陈华标 （化名 ），拜托他暂时保
管自己家中物品， 并帮自己协助法院办
事，陈华标二话没说便答应了。 之后，陈
华标主动联系执行干警， 要求腾房当日
一同前往， 执行干警问他：“你和陈成十
多年未见，怎么还愿意帮忙？ ”陈华标叹
了口气， 同情道：“陈成以前是做石雕生
意的大商人 ，为人诚信 ，现在落魄至此 ，
还患上了尿毒症， 尽管如此他还能想着
还钱，说实话我的内心也受到了震撼，做
朋友的，能帮一把就帮帮他。 ”

截至目前， 腾房工作已顺利完成，该
处房产处于评估阶段。 面对陈成的情况，
青田法院决定房产拍卖后，保留今后住房
的租金并适当保留部分钱让其继续治疗。

诚信建设万里行

2 月 18 日，农历正月十四，
2019“我们的节日 ”暨 “和美千
家乐·畲娃闹元宵”猜灯谜活动
在景宁畲族自治县民族青少年
宫广场举行。 在元宵佳节来临
之际，1500 条有关历史人物、游
览名胜地 、歇后语 、成语 、精神
文明建设、地方民俗 、生活百科
等知识内容的灯谜供市民和畲
娃们竞猜，喜迎元宵佳节。

记者 陈炜 通讯员 高一平 摄

2 月 17 日晚，一台由老百姓自导自演的乡村春晚在
景宁梧桐乡梧桐村文化礼堂内热闹开演。 舞狮、快板、舞
蹈、小品、三句半等独具特色的节目让群众大饱眼福，整
个文化礼堂内洋溢着浓浓的“家常味道”。

记者 潜艺之 通讯员 蓝晶菁 摄

新春过后，春茶吐绿。 近日，遂昌县三仁畲族乡茶农在采摘春茶“乌牛早”。 遂昌县现有“乌牛早”茶叶面积 16000 多亩。 近段时
间，“乌牛早”茶青每公斤售价在 140 元左右。 接下去，龙井 43#、安吉白叶一号等春茶也将陆续进入采摘期。

记者 雷宁 通讯员 章建辉 摄

处州“乡村振兴·头雁先行”大讲堂开讲
本报讯（记者 杨敏 通讯员 楼碧田）

2 月 18 日晚上 6 点半，处州“乡村振兴·
头雁先行”大讲堂，在市农业农村局开启
了第一讲。

第一讲由该局负责人主讲， 主题是
“让创新成为农业农村高质量绿色发展
的强大引擎”。 从造纸术的发明到商鞅
变法， 从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到我国改
革开放，从贯彻落实全市“两山”发展大
会精神到实现高质量绿色发展的三把
“金钥匙”， 他深入浅出地阐释了创新从
何处来、 创新的凭借所在以及怎么践行
创新。 首期长约两个小时的讲堂里秩序
井然， 不少人埋头做着笔记并在一旁写
下了自己的思考。

大讲堂初定每三周举行一次， 内容
围绕中央、省、市关于乡村振兴的重大决
策部署， 聚焦社会关注、 群众关心的热
点、难点，立足全市，放眼全国，着力解决
服务企业、服务基层、服务群众中的困难
和问题。根据要求，讲课人员要认真做好
准备工作, 提前两周将讲课大纲报送秘
书处,必要时可以邀请辅助人员 ,也可以
邀请专家举办讲座。

针对知识“保质期”越来越短、思想
“折旧率”越来越快、能力“迭代率”越来
越高的问题，去年 7 月，我市推出了“处
州讲堂”这一学习品牌，号召全市领导干
部在学习中不断增长知识、增加智慧、增
强本领， 为开辟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新境界厚植丰富的知识积累 、业务
积淀、理论支撑。 处州“乡村振兴·头雁
先行”大讲堂作为“处州讲堂”的子品牌
应运而生。

与一般的“讲堂”不同的是，大讲堂还
有“新农人”心灵小驻这样的特色环节，它
的主要内容为励志短文、经典散文、美文
美句，由每一期的主讲人在开讲前负责编
辑，编印后发给全体与会人员参考。

市农业农村局负责人表示， 大讲堂
旨在全市农业农村系统倡导和积极营
造重视学习、 崇尚学习的浓厚氛围，努
力造就一支懂农业 、爱农村 、爱农民的
“三农”工作队伍，为全市乡村振兴奠定
坚实的人才基础。

“家燕归巢”故乡行
本报记者 钟根清 通讯员 夏洁敏 王树星

“明清老街的变化，各类纪念馆的呈现，乡村旅游的
蓬勃发展，都让我们更加直观且深刻地体会到松阳的发
展，为自己是松阳人而自豪，期待来日学业有成时能用
自己的方式为松阳建设出一份力。 ”日前，在参与“我们
都是追梦人———松阳优秀大学生家乡行”活动时，松阳
籍学生黄徐文动情地说。

本次活动由松阳团县委和县委人才办、 县人力社
保局联合开展 。 活动中 ，来自清华 、浙大 、复旦等国内
著名高校的 19 名松阳籍优秀大学生深入家乡、了解家
乡。

学子们从明清古街开启了寻访松阳元素的家乡之
旅，在老街探访历史文化建筑，感受松阳的时代记忆；在
棕榈编织、杆秤、铁匠铺认知松阳工匠精神；在非遗馆了
解传统民俗文化与技艺；在城市书屋享受新时代松阳人
的文化生活。

学子们还来到熊顿纪念馆、绿云峰茶叶、田园松阳生
态农品馆等地，感受松阳青年熊顿“我愿用微笑，为你赶
走这个世界的雾霾”乐观向上的追梦精神，体会新青年
在家乡创业圆梦的拳拳赤子心，身临其境体会近年来松
阳方方面面日新月异的变化。

在随后召开的座谈会上，学子们结合实地参观，畅谈
个人感想，诉说乡情，并就乡村振兴、青年创业和青年人
才计划等积极交流。

松阳县委组织部人才办负责人向优秀大学生们介绍
“柔性人才引进”模式，鼓励大家用自己的方式在松阳留
下印记，为松阳建设助力。 团县委相关负责人则勉励学
子用实际行动为田园松阳建设贡献力量。 当天，县委人
才办和团县委还聘任 5 位参会代表为松阳籍在外优秀
大学生联络员。

通过这次优秀大学生家乡行活动， 进一步加强了与松
阳籍在外优秀大学生的联系，帮助了解家乡经济发展现状，
吸引更多松阳籍在外大学生返乡实践。 今后，当地将继续当
好大学生与家乡之
间的桥梁，让更多人
才选择落户家乡。

包氏族人恪守《包拯家规》，历代出
仕官员谨守家规，共同书写 800 余年家
族清廉史———

包拯后裔聚居地
上演“清廉村晚”

本报记者 钟根清 孙丽雅 通讯员 郑海颖 蔡志权

“出仕者，必需恪恭乃职，不得贪污而辱及先人。 居家
而肄业者，亦当笃志功苦，不得好事而荒其本业……”日
前，在松阳县大东坝镇横樟村举办的乡村春晚上，一群包
氏后人正朗诵着《包氏家训》，台下观众跟着大声诵读。 这
是村里为党员干部送上的一份别有意义的新春礼物。

今年横樟“村晚”的主题是“公正清廉心无愧 光明磊
落梦不惊”，演出有《包氏家训诵读》《家和万事兴》《没有
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等 20 个节目，将清廉家训、良好
家风等展现在了一个舞台上，让广大党员干部在“村晚”
的轻松氛围中“廉洁过年”。

横樟村是包拯后裔聚居地。据记载，包拯的第五代孙
包仁辞官后，举家自金华兰溪迁徙到松阳，从此，他们在
这里繁衍生息，共同谱写了一段清廉史话。 包氏族人恪
守《包拯家规》，历代出仕官员谨守家规，共同书写了 800
余年家族清廉史。

为积极助推“清廉松阳”建设，在全县域营造浓厚的
清廉文化宣传教育氛围，松阳县纪委监委、大东坝镇党
委依托包拯后裔聚居村这一独特的资源，在横樟村挖掘
包拯后裔廉政文化内涵，于去年年底建设成松阳县廉政
文化馆，取名“思廉堂”。

为了让广大党员干部在轻松快乐中 “廉洁过年”，今
年，大东坝镇改变过去廉政教育中说教、灌输的传统做
法，通过廉洁文化进“村晚”，让廉政教育一改过去的“正
经范儿”，走起了“活泼风”。

百姓演、百姓看，精彩的节目不仅吸引了本村村民，
很多外村的村民也早早赶来，观看演出，不时发出阵阵
掌声。

“这台 ‘村晚 ’虽然很乡土 ，但档次不低 ，节目非常
贴民心、接地气 ，充满了廉洁之风 。 ”来自蛤湖村的村
民阙庆美称赞道 ，“这次带孩子来看 ，也能让他们接受
下 ‘ 廉 洁 ’ 教
育 ， 感觉挺好
的。 ”

庆元“以电为媒”
助力乡村产业兴旺

本报讯（记者 杨敏 陈传敏 通
讯员 吴美玲 瞿庆飞）“自从有了供
电公司的支持，我们现在每年都是
丰收年！ ”2 月 14 日，庆元县黄田
镇中济村的文化礼堂前，村委会主
任李伟宝看着一袋袋装车的灰树
花，笑得合不拢嘴。

近年来，庆元供电公司不断加
快农网改造步伐，通过增设增容变
压器等措施， 解决农村用电难题，
为提升农民生活水平和产业发展
保驾护航。

中济村灰树花种植大户赖俊
宝脸上掩不住笑意：“菌袋拌料、装
包等各个环节都能随时用电，自动
打水， 节约劳动力不说， 产量还
高。 ”

黄田镇有 “中国灰树花之乡”
的称号，仅灰树花一项产业，就给
村民人均带来 2100 多元的收入 。
近年来， 随着种植规模的不断扩
大， 村民对供电服务提出了更高
的要求。 庆元县供电公司深入走
访灰树花种植户，了解需求、精准
施策，在该镇新增变压器 4 台，新
增容量 1630 千伏安 ，提高了供电
可靠性。

在庆元百山祖景区内，数辆电
动观光车载着游客，沿着蜿蜒的山
路前行，旖旎风光尽收眼底。 色泽
鲜艳的西红柿、 鲜嫩爽滑的白豆
腐、让人垂涎欲滴的土鸡……在一
家农家乐餐厅里，厨师李师傅正用
电磁灶炒菜。“现在电力充足了，有
时候来七八桌客人，同时用电磁灶
烧菜，一点都不担心来不及。”李师
傅告诉记者， 厨房实现全电气化
后，成本降了，还更便捷了。

经过电气化改造后的百山祖
景区，摇身变成了全电景区。 从绿
色交通到清洁食宿，景区内食、住、
行、乐实现全程电气化。 所有民宿
内的客房、餐厅、大堂都通着空气
能热泵产生的热水，酒店厨房也都
用上了电，一改往日脏乱，变得干
净又整洁。

在庆元县 ， 使用环保电能设
备，正在成为越来越多民宿客栈的
新选择。 近年来，庆元县供电公司
联合县相关部门、电器厂商，为用
电客户订制线路改接方案，免费打
造采暖、 热水等专属能源解决方
案。 该公司还定期组织专业技术人
员上门，让客户足不出户享受“一
站式”服务。

截至目前，庆元县实现累计替
代电量 430 万千瓦时，减少二氧化
碳排放 3655.86 吨。 庆元还将在更
多领域发掘电能替代潜力，打造全
电气化的旅游名片。

既要“富口袋” 也要“富脑袋”

青田民间爱心捐助助力乡村文化振兴
本报讯（记者 陈俊 通讯员 王宇）日

前， 青田县黄垟乡石坑岭文化礼堂正式
落成， 这是该县首家由乡贤个人捐建的
文化礼堂，也是全县 32 家全部由民间筹
资建设的文化礼堂之一。

青田县民间资金实力雄厚， 乐善好
施风气盛行。 自农村文化礼堂建设开展
以来，该县因势利导，通过宣传引导和定
向联系等方式积极发动广大乡贤捐资、
捐物助力文化礼堂建设， 从而使捐建文
化礼堂之风逐步兴起。

海口镇南江文化礼堂就是由当地
乡贤朱永胜捐建的，这个在去年 9 月当
地乡贤联谊会成立大会上 “认领 ”的项

目，目前已完成初步设计。 “文化建设
可以提升老百姓的生活质量，增强他
们的幸福感。 ”说起捐建的原因，这位
在上海从事城市规划建设的乡贤如
是说。

文化礼堂工程耗资少则数十万，
多则成百上千万， 并非一般人所能承
受，因此，与石坑岭文化礼堂、南江文
化礼堂等个人独资模式不同， 更多的
文化礼堂则选择了聚沙成塔式的 “众
筹”模式。去年底刚刚建成并投入使用
的方山乡周岙文化礼堂就是由众多华
侨和村民筹资建成的。据了解，这座总
投资达 230 万元的文化礼堂， 参与捐

赠者多达 220 人， 捐款额最多的 6.8 万
元，最少的 2000 元。而放眼全县，据不完
全统计， 目前民间助力农村文化礼堂建
设的资金累计达 8000 多万元，涉及全县
70%以上的文化礼堂。

除了捐建文化礼堂， 捐资筹办文化
活动在青田比比皆是。 “村民自导自演，
几千块钱就能办一场小型活动， 许多村
民还是乐意捐的。”青田县委宣传部有关
人员表示。 张贴在腊口镇武垟文化礼堂
宣传栏的一张《武垟村 2019 春晚收支公
示》详细记录了活动“众筹”的情况。

民俗表演、乡村春晚、戏曲专场……
刚刚过去的春节， 随着一场场文化活动

的精彩上演，民间爱心捐助文化活动也迎
来了一年中的高峰期。 据粗略统计，春节
期间青田全县共上演文化活动 260 多场，
其中得到民间资金支持的占到六成以上。

民间爱心捐助的流行，不仅助推了农
村文化礼堂建设，浓厚了文化氛围，还带
动移风易俗的转变。 去年 3 月，山口镇百
岁老人陈云仙“不摆寿宴捐演戏曲”一时
成为当地美谈。 当时陈云仙邀请嵊州市的
一个越剧团为父老乡亲在山口文化礼堂
连演了五天越剧。 像陈云仙一样，如今在
青田，“人逢喜事办宴席” 的情况正在减
少，民间爱心捐助各类文化活动逐渐成为
一种新时尚。

我们的节日

——— 元宵节

新春走基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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