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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处浙西南山区、“八山一水一分田”的浙江省丽水市松阳县，建县已经1800

多年。这里有百余处保留完整的传统村落，其中75个入选中国传统村落名录。

近年来，当地围绕古村、老屋等精巧发力，实现古村传统与当代艺术的融合，让乡

村在文化传承与发展中重焕生机。

在我国目前注册的 2.3万多家民营医院中，只有一位
院长同时获得了“全国劳动模范”“中国好人”“全国最美
志愿者”和“中国优秀医院院长”称号。2021年 11月，他又
获评“全国诚实守信道德模范”。

他叫刘习明，我国不孕不育领域首批拓荒者，湖南省
政协委员，湖南省医院协会副会长，长沙生殖医学医院、
宁儿妇产医院、湘西宁儿妇产医院院长。

1959年，刘习明出生在湖南省汉寿县。小时候，他经
常听村里老人讲故事，送子观音的形象在幼年的刘习明
心中留下了神秘感。

17岁，他光荣入伍。部队培养他当军医，刘习明如饥
似渴攻读《药理学》《解剖学》……从部队转业回来，他分
配进了一所公立医院。那年代，医院没有不孕不育科，患
者更找不到一家治疗不孕不育症的专科医院，不孕不育
研究领域几乎是空白。他不顾周围人的反对，毅然辞去
公立医院工作，开始不孕不育的研究。

刘习明仔细研判每一个病例，根据不同患者的临床
表现，匹配相应的中药类型、服药剂量，从诊断到服药再
到疗程结束，刘习明和他的医药团队全程跟踪记录，从患
者的年龄、病因、服药剂量、疗效观察，每一项指标都做详
细记录，积累了几百份临床病历。

经过几年努力，刘习明和他的团队研制出 3种治疗不
孕症的中药制剂。这些中药制剂效果显著，很快引来学
界的关注。1991年，我国著名医学家、中国医学科学院院
长吴阶平亲笔致信刘习明，“关于开展不育不孕的研究和
治疗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鼓励他继续做下去。

1995年，刘习明拿出全部积蓄创办了湖南省第一家
治疗不孕症的专科医院——长沙生殖医学医院。

中医敲门，西医引进，刘习明带着他的医疗团队经过
30多年的拓荒、摸索、学习，目前已形成中医中药、康复理
疗、西医手术、宫腹腔镜微创手术、人工授精、试管婴儿的
不孕症治疗体系，自建院以来已为近 3万个不孕不育家庭
送去拥有孩子的希望。

每天六点十分起床，快速整理内务。被子叠成豆腐
块，牙刷牙膏固定摆放……身材瘦高的他总是身披一件
袖口磨破了边的深蓝色西装，脚踩一双手工做的老式黑
布鞋。一年 365天，除去大年初一，364天刘习明都奔走在
去医院的路上。

他每周都会派质控小组去查病历，检查是否存在前
后书写矛盾，信息错写、漏写情况，甚至年龄书写前后有
误都会被扣分。每周一的下午还要开“失败病例研讨
会”，回溯病例，找原因，做总结。这个惯例雷打不动。

2019年，医院来了位北京的患者。该患者卵巢功能
衰退，在其他医院做了 6次试管婴儿均未成功，来长沙生
殖医学医院本想做供卵试管婴儿。通过对患者之前治疗
过程的认真研判，刘习明组织专家会诊，大家分析前几次
失败的原因可能是未掌握好用药、取卵的时间……会诊
结果：让患者再试一次取卵手术。经过医生的前期中药
调理、调整扳机时间、改变取卵剂量，最终成功让患者怀
上了宝宝。

刘习明时刻践行“不让患者多花一分冤枉钱”的承
诺。严格规范医疗项目收费，“因病制宜”制定经济有效
的治疗方案：能不住院的尽量不住院；必须住院的也只收
必要的住院治疗费，尽量让患者带药回家治疗，最大限度
减轻患者的经济负担；对经检查确诊无法治愈的患者，耐
心劝导，不做无谓的治疗。特困患者家庭可以提出减免
部分医疗费。

建院以来，他为 4000多名患者减免治疗费用达 1000
余万元。

他要建一个产学研中心，可是董事会上，很多人都不
支持。反对的理由是，一来资金有限，二来产学研中心短
时间内无法创收，建设产学研中心“费力不讨好”。刘习
明力排众议，卖了房，贷了款，建成了产学研大楼。

27年来，他在湖南师范大学、吉首大学、南华大学、湖
南中医药大学设立“刘习明奖学金”；向湖南“一家一”助
学就业·同心温暖工程捐款；为汉寿县东岳庙乡、望城区
雷锋镇等贫困乡村建桥修路；疫情期间他带领全体医护
人员自制口罩、煎煮药汤……捐赠总金额达 1850余万元。

据《光明日报》

“万里挑一”的民营医院院长
——记“全国道德模范”刘习明

据新华社

松阳县樟溪乡兴村村一片茶树、甘蔗
林中间，有一座DnA建筑事务所设计的“红
糖工坊”。玻璃幕墙围拢的开阔空间，是集
合古法红糖加工、技艺体验、产品展卖、艺
术展览等功能的现代建筑，也是村民劳作
之余的休憩场所、农闲时老少一堂的传统
木偶剧场。

兴村村党支部书记傅金鋆介绍，每年
红糖季，工坊能吸引上万人前来参观；接入
电商平台后，去年工坊收入超过 30 万元。
记者了解到，目前松阳有红糖工坊、豆腐工
坊、米酒工坊等 30多个艺术特色工坊。

竹源乡后畲村有一座“竹林剧场”，松
阳高腔传承人吴永明经常来这里表演。像
编竹筐一样，用天然竹子围合出一个类似

穹顶的自然空间，不需要打基础、搭结构。
伴随竹子新老更替，“竹林剧场”就是一座
会新陈代谢的艺术建筑。

“在松阳，古村传统与当代艺术的融
合，旧与新的反差随处可见。”走出农门上
大学、离乡 20多年的谷增辉带着设计团队
回到家乡松阳县四都乡西坑村，租下村民
闲置了十几年的老房子，加固房屋结构，保
留古朴的外立面，搭配现代生活设施，开起
一间乡村艺术民宿。

记者了解到，2018年以来，通过红糖工
坊、石门圩廊桥、大木山茶室、木香草堂等
呈现中国古村新貌的“乡村变迁：松阳故
事”建筑文化展，先后在德国柏林、意大利
威尼斯、奥地利维也纳展出。

松阳县枫坪乡沿坑岭头村，距离县城
90 分钟车程，曾被列为整村搬迁对象。看
到留存完整的古村落资源和自然生态，农
村工作指导员、油画家李跃亮眼前一亮。
他先是绘画宣传村里的乡土文化和遗存，
联系国内外画家到村里写生创作、举办油
画展览，渐成气候后，再说服当地政府调整
规划，以“绣花功夫”介入保护。如今，这里
成了远近闻名的“画家村”，每年吸引画家、
高校艺术生、游客近 3万人次。

目前，松阳各乡村累计签约入驻艺术
家 94人、工作室 68个、公共美术馆 3个，涉
及美术、传统手工艺、文学、建筑和文创等
类别，形成了叶村斗米岙、竹源后畲、四都
陈家铺等艺术集聚片区。

古村拥抱艺术

松阳：传统与艺术融合 古村落重焕生机

德耀中华德耀中华
刘习明

将木刨紧贴原木，叶常贤双手执耳、惯
力前推，动作一气呵成。伴随利索的摩擦
声，轻卷的木皮应声而落，原木的清香扑面
而来。他是有数十年古建筑修缮经验的“大
木匠”，2016年以来参与修建160多座老屋。

传统村落里错落分布的老屋，构成松阳
独特的乡村历史风貌。然而，随着时间流
逝，这些老屋日渐破败，整体状况堪忧。

2016年 4月，由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发
起的“拯救老屋行动”项目在松阳启动。“拯
救”的对象是中国传统村落内除全国重点
文物保护单位、浙江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的
文物保护单位，以及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
登录的一般不可移动文物中的私人产权文
物建筑。

记者了解到，松阳老屋修缮费用 50%左
右由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补贴，20%至 30%

由松阳县政府补贴，其余部分需由村民自主
筹措。让村民部分出资参与，修缮和保护的
成果也能更加持久。

正厅的青石地面铺得严丝合缝，新修的
窗棂与原有的构件浑然一体，翻新了瓦片的
屋檐下，雕有精美花纹的撑栱修旧如旧。

85岁的三都乡酉田村村民徐连云住了
一辈子的老屋已完成修缮。见到政府工作
人员，老人仿佛见到久别重逢的亲人，激动
得一把抱住，连连称谢。

“老屋修复后，一些乡村特有的场景和
生活方式也在回归。”松阳县文旅投集团董
事长、曾任松阳县“老屋办”副主任的王永球
告诉记者，现在每逢过年过节，松阳村里满
满的“乡愁味道”。

“燕子飞回来筑巢，这是喜兆。”赤寿乡
界首村村民雷金玉家的老屋修缮后，一大家

人决定从县城搬回村里居住。空置十几年
的老屋有了人气，自然生机也在细微处不断
生发。

记者了解到，“拯救老屋行动”中，松阳
累计有 100余个古村、200余幢老屋得到保
护和利用。当地 300余座宗祠、270栋传统
民居、20多座古廊桥等，也在老屋新生的进
程中，通过多种方式重焕新颜。

为保证老屋的“原汁原味”，配合“拯救
老屋行动”，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联合浙江
省古建筑设计研究院制定了传统村落文物
建筑修缮的技术导则、验收办法等。

“老屋修缮了，乡村工匠队伍也复苏
了。”浙江省古建筑设计研究院遗产五室主
任黄贵强说，“拯救老屋行动”期间，松阳当
地培育了 2000多名传统工匠、30多支队伍，
累计参与项目的“松阳工匠”有千余人。

老屋重焕生机

距离松阳县大东坝镇石仓古民居不远
处，一座石头垒砌成墙的现代建筑——石
仓契约博物馆依山坐落，与周边山野自然
地融为一体。

当地村民说，这座博物馆像是全村的
会客厅，家里来了客人，都会带到这里转一
转，介绍下村里的诚信文化。

松阳县望松街道王村村王景纪念馆以
原址老屋为基础修建。在此之前，当地不
少村民认为，把老屋全部推倒、建成新的才
好，现在慢慢认识到保留原有风貌、保护文
化根脉的重要性。

“这要在以前，早就砍掉当柴火烧了。”

王景的后人、村民王根水说起一段故事：纪
念馆修建时，原址旁有一棵被风吹倒的大
树，斜压在斑驳的墙体上，经年累月融为一
体。村民觉得这样反而“恰到好处”，干脆
作为历史印记保留，还自发筹集 4000多元
予以加固维护。

一口井、一座庙、一棵大树，青瓦、灰
窗、黄泥墙的老屋，依山傍水、错落有致，镶
嵌在青松与梯田之间，构成了中国传统村
落的典型意象。

传统村落是积淀数千年农耕文明的载
体，记载着民族特有的乡土风情、人文印
记，其中包括有形的民居、古井、宗祠等，也

包括无形的耕读传家等精神文化。
记者了解到，松阳作为浙江高质量发

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缩小城乡差距领域
的首批试点，正在加快迈向融合、共享与创
新的高质量发展之路。

文化引领的乡村振兴，吸引本乡本土
的年轻人回来了，也吸引了外地投资者和
游客。2021年松阳接待游客 275.4万人次，
实现旅游收入 30.5亿元。

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
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
化。“拯救老屋行动”是对老屋的修缮，更是对
中国传统村落和优秀乡土文化的保护与传承。

传承传统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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