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龙泉市
道太乡 “乡
贤+”已成为
一种文化符
号，一股助推
家乡发展的
暖流，除了慷
慨解囊助力
乡村发展，在
精神上，为村
庄带来的力
量更是不可
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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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
“文寨 ”东
弄 游 人 如
织，我感慨
万千。 多年
的 基 层 实
践，使我认
识 到 为 民
办 实 事 旨
在为民，重
在办事，成
于务实。

3年时间，
20 亩 山 地 ，
1300 多 种 药
用植物， 其中
50 多 个 珍 稀
品种。目前，莲
都区双黄乡里
佳源村里山自
然村中药爱好
者、 诸葛派中
医药传人谢建
军， 自筹资金
建成了丽水市
药用植物种类
最多的特色药
用植物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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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春节期间 ，“文寨 ” 东弄吸
引大量游客前往 ， 一个沉寂了数百
年的畲寨变得热闹非凡 。 据统计 ，
2018 年东弄村接待游客 20 多万人
次。 这情景和我第一次走进东弄时
到处寂静的情景截然不同。

2016 年 9 月，我调任鹤溪街道党
工委书记后马上开始在 18 个村、社区
走访调研。环敕木山旖旎的自然风光，
山上各具民族特色的 6 大畲寨， 山丘
上万亩的惠明茶园……给我留下了深
刻的印象， 尤其是东弄浓厚的非遗文
化，保存完整的古村落、古建筑等。 东
弄就似养在深闺中的美丽畲族姑娘，
不被人识，肃寂冷清。 当时我就决定，
要让东弄这块宝地让更多人认识。

为保留东弄老村这个国家级传
统村落、省级历史文化村落 ，我们积
极争取东弄老村异地搬迁后保留老
房屋 ， 谋划建设畲族特色民宿和非
遗旅游景区 ， 积极和相关部门沟通
对接。

功夫不负有 心 人 ， 东 弄 村 在
2017 年底被省财政厅和县委县政府
选定为田园综合体试点村 ， 一期投
资近 6000 万元， 是全省唯一的山区
田园综合体。 项目的顺利实施，实现
了东弄村的跨越发展。

工作阻力总是突如其来 ， 让人
猝不及防。 东弄老村 41 幢老房子的
村民对老屋有感情 ， 不愿让田园综
合体施工队入住，跑到现场阻挠 ，村
干部刚劝走一户又来一户 ， 工程陷
入了困境。 我知道后，带着项目责任
领导 、 村官 、 村干部到每家每户走
访，逐个分析问题 ，针对不同情况进
行分个动员，最终施工队顺利入住。

由于田园综合体项目推行“边设
计、边政策处理、边施工 ”新模式 ，导
致时间紧、任务重、难度大，且矛盾不
可预测，阻力时刻发生。项目一期、二
期推进过程中 ， 我们化解矛盾纠纷
100 多起。 为了顺利推进项目政策处
理，我带头开启“5+2”“白+黑”模式。
村委会主任蓝建平因过度劳累两次
住院。 有次在丽水住院期间，他听到
施工现场被群众阻挠，摘下挂针就往
村里赶，家人和医生都劝不住。

作为全省试点项目， 东弄畲家田
园综合体的要求非常高， 很多困难相
互交织。当时的东弄，面临人民南路拓
宽工程征收土地 175 亩、 金三阳特色
小区建房 100 多户、老村下山移民、地
质灾害搬迁、 田园综合体土地房屋征
收等 5 大项目相互交织，矛盾重重。为
保障所有重大项目无障碍施工， 我提
出“项目党建”做法，要求党员做到带
头拆违、带头签约、带头动员、带头争
当攻坚专员、 带头认领重点户问题户
等“五带头”，形成党员奔走在项目上，
忙碌在项目上， 考核在项目上的浓厚
氛围。在前期，一个半月完成项目一期
异地搬迁 62 户 170 人、 征收土地 8.6
万平方，10 天完成产菇期内 13 户 15
个菇棚搬迁并清表 6000 平方。

正当政策处理势如破竹之时，因
各种因素交织， 东弄村主要干部产生
了畏难情绪，不想干的念头。有半个月
时间，村里的所有工作突然停滞了。

怎么办？ 难题必须解决，我失眠
了。 一连数天，我只身奔走在东弄村
干部、党员家中，谈心谈话。 最终，他
们被我说服 ，也被感动 ，慢慢恢复了
干劲和热情。 通过这一次经历，我理
解了当村干部的苦衷 ， 加深了我与
干部之间的感情。

2018 年 7 月 13 日， 东弄畲家田
园综合体顺利开园， 成为全省首个开
园的田园综合体项目， 提供了乡村绿
色发展的景宁样板、鹤溪实践，获得财
政部点赞。 田园综合体一期引入的稻
鱼坊、云水涧、茶工坊、畲族工艺品、农
家乐等新业态，直接带动村民增收 50
多万元，目前，东弄田园综合体二期、
三期已经全面铺开建设，“文寨” 东弄
正朝着乡村振兴的示范点迈进。

莲莲都都里里山山的的
““药药用用植植物物王王国国””

龙龙泉泉道道太太：：““乡乡贤贤号号””龙龙舟舟端端午午击击楫楫中中流流
6 月 4 日，24 支龙舟队参加了龙

泉 2019 年“鼎丰杯”端午龙舟文化旅
游活动，其中道太“乡贤号”赤色龙舟
崭新亮相，让人眼前一亮。

“多亏了乡贤们的大力支持！” 道
太龙舟队负责人王俊说， 原来的龙舟
因使用多年，已经非常陈旧，大家都期
盼买一艘新龙舟。 当他们把想法向乡
贤理事会反映后， 乡贤们欣然表示乐
意支持。

得知乡龙舟队要买新龙舟，乡贤们
便纷纷捐款赞助。“我出 500 元！”“我捐
800 元！ ”“我 1000 元！ ”乡贤联谊会微
信群里信息声此起彼伏，很快就筹集到

了 35043 元的资金， 其中乡贤联谊会
会长陈永华一人就捐赠了 10000 元。
“钱虽不多， 但凝聚着大家为家乡发展
的赤子之心。 ”乡贤叶常青说。

道太人自古以水为邻，寓水而居，
紧水滩水电站建成后， 道太乡占水域
面积的 47%，悠久的船帮历史衍生出
深厚的龙舟文化。 近年来， 道太龙舟
相继在省、市龙舟竞赛中取得佳绩，充
分展示了道太人 “齐心协力、 不畏艰
险、奋勇拼搏、敢为人先”的精神风貌。

道太乡乡贤联谊会成立于 2018
年 11 月，由工作、生活在全国各地的
70 多位道太籍知名人士组成。 联谊会

成立以来， 乡贤们在促进家乡区域合作、
招商引资、创新创业、精准扶贫、乡风文明
和社会公益等领域发挥着积极的作用。

乡贤是基层社会治理的新力量，是
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新资源， 是群众工
作需要覆盖的新领域。 “乡贤们热心捐款
买龙舟，充分体现了大家热爱家乡、热心
公益的情怀，充满了正能量。 ”道太乡党
委书记胡丽香说，在道太，“乡贤+”已然
成为了一种文化符号， 一股助推家乡发
展的暖流，除了慷慨解囊助力乡村发展，
在精神上， 为村庄带来的力量更是不可
估量。

5 月 31 日，阴雨连绵，记者跟随
市食品药品与质量技术检验检测院
专家来到里山村，探究隐藏在山谷中
的 1300 多种药用植物。

在村口，一个中年人在雨中等待
着我们，他就是丽水市乐佳源药用植
物种植有限公司负责人谢建军。简单
介绍后，谢建军就带着我们走进他的
“药用植物王国”。

植物园建在山谷之中，沿一条小
溪两侧呈扇形展开，错落有致，各种
绿色的植物中有许多还开着花朵，散
发着悠悠的药香。 走在小道上，谢建
军不时向我们介绍各种药用植物的
特性、 药用价值、 种植方法等，1300
多种药用植物在他的口中如数家珍。

在小溪边的一片土地上，谢建军
自豪地说，这是柳叶白前和芫花叶白
前，是收集在 《中国药典 》2015 年版
中仅有的两个丽水原有药用品种。他
介绍，2016 年初，《中国药典》2020 年
版药典委员会编委、中国药科大学的
崔教授联系他，希望他帮助收集柳叶
白前和芫花叶白前这两个丽水原有
的药用品种，并向他提供了采集地。

谢建军前往采集地时，却发现由
于建设水库等原因，已经找不到芫花
叶白前，柳叶白前也因为农村使用除
草剂等原因，存量极少。 虽然谢建军
最后想方设法找到这两个品种，完成
了任务。 但目睹挖山建房、喷洒农药
等人为活动，丽水本土药用植物资源
受到极大破坏的现象， 让他心痛不
已。 更加坚定了他通过移栽野生品
种，对其驯化、培育、最后实现规模化
种植，保护丽水药用植物资源的决心
和目标。

谢建军曾是丽水市医院的一名
中医医师，外祖父诸葛松根是我市老

一辈中医药专家，在外祖父引领下谢建
军走上了中医之路。 工作中，他结识了
赖丽宁、杨均华、华加灵等一批丽水本
地中草药爱好者，慢慢地他与中草药结
缘。

谢建军说，1978 年参加工作至今，
他和中药打了四十多年的交道 ，1989
年他和赖丽宁、杨均华编写了《丽水中
草药目录》， 一起收集了丽水地区药用
植物、 动物、 矿物和其它类药材共计
3097 种， 掌握了丽水大部分药材资源
的分布情况，成为丽水药用植物资源的
专家之一。

2015 年， 谢建军在莲都区联城周
处村开始小规模药用植物种植、 培育。
2016 年 12 月，他自筹资金在老家里山
村租赁村民 20 亩山地， 因地制宜建设
本土化、特色化、规范化的药用植物园。

目前基地已移种 1300 多个药用植
物品种， 是全市种类最多的药用植物
园。 同行的市药物专家介绍，难能可贵
的是， 植物园绝大多数为丽水本土品
种， 其中濒临灭绝的珍稀药用植物有
50 多个， 特别是对柳叶白前和芫花叶
白前进行了规模化种植，成功挽救了这
两个丽水特色品种，让丽水药材成为药
典特供品种。

为了了解和采集丽水药用植物分
布情况，多年来，他走遍了丽水的山山
水水。 谢建军说，他心中有一张丽水药
用植物的定位地图，只要你说出中草药
名，他就能准确地告诉你它的分布区域
和详细地点。

谢建军介绍，药用植物园在种植方
式上，都是根据植物的生长特性进行区
域划分， 模仿自然原生态环境进行种
植。 并针对市场情况， 收集了百合、前
胡、白及等常用药材及其混伪品，以相
邻种植的形式，从植物形态、药用部位

进行直观的比较鉴别。 对不同产地的相
同品种也进行相邻种植， 掌握第一手对
比资料，发掘和培育道地药材，提高药材
品质。

去年 8 月， 药用植物园和市食品药
品与质量技术检验检测院签订中药民族
药产学研基地建设合作协议，根据《中国
畲药学》目录，委托药用植物园采集全部
479 个标本，目前已完成 179 个。 植物园
为了助推丽水畲医药发展， 已着手开辟
专区建立畲医药特色种植区域。

药物专家说， 和市多家科研及检测
机构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后， 植物园为科
研单位提供可靠样品，科研单位利用高、
精尖分析设备， 对植物园重点培育品种
的含量、混伪品的化学区别、不同产地品
种的种质差别、 药材合理采收期的制定
等方面进行研究， 为植物园发展提供了
科学参考。 双方已就多花黄精、树参、白
花前胡等多个药材品种展开重点研究，
这种合作对我市本土药用植物的发展将
产生深远的影响。

据了解，几年来，基地从单一的丽水
本土品种种植向多元化发展， 先后从江
西、福建、河北、贵州、新疆、四川、安徽等
地引进特色药用品种进行驯化、培育。 谢
建军说，基地已开始向宁波、南京等地机
构提供药物标本。 同时，培育兼具观赏价
值的药用植物以期代替普通绿化植物，形
成中药材特色街道，将中草药文化融入市
民日常生活，加大中药科普力度。 已经和
金华兰溪、浦江、松阳、丽水学院等对接，
建设药用植物园、中草药特色街道。

作为我市中药、 民族药传承发展及
科研、科普的重要基地，目前，相关部门
正计划以植物园为依托开展中草药科研
科普工作，让中草药走进校园走向社会，
让丽水丰富的药用植物成为乡村经济发
展的新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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