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顾林江 从战士到种粮大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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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一大早就有客户预订了30多斤无花果，每天到果
园现场来采摘葡萄的散客更是络绎不绝，林果根本不愁销路，
带动林农脱贫致富不是问题！”建德市下涯镇恒基达鑫果园农
场主徐高文高兴地说，看着生长葱郁的无花果、葡萄、猕猴桃
等果树，枝头上结满红的、紫的、黄的等五颜六色的林果陆续
上市，一切辛苦都是值得的。

笔者了解到，徐高文原先是一家企业的经理，后来响应政府号
召，于 2016 年起，他将数年积累的资金，用来流转租赁无人种植、杂
草丛生的荒田。经过两年的辛勤开垦、科学培育，这片曾经荒芜的土
地变成了现在特色林果园，预计今年可为他带来 10 多万元的收入。
他也被当地人称为“林果大王”。

几年前，为了家乡的绿水青山，他主动关停了自己的水晶玻璃
厂，力求寻找一条绿色新型发展创业之路。经过一番咨询和调查后，
徐高文发现近几年国家对现代林果业发展十分重视，扶持政策也在
不断加大，而且特色林果业不仅是绿色产业，还是富民产业，更是一
条适合带动农民发展的致富路子。

2016年，徐高文在下涯镇马目村的支持下，一头扎进了林果业，
先后投资近百万元，流转了上百亩荒芜的土地用来栽种葡萄树、无花
果树等，年限为20年，每年上交流转农户租金达6万元。

在许多人看来，徐高文身材魁梧，可性格却文质彬彬，一副书生
相，很难想象他会弃商从林。因为从事林果业生产，不仅要有体力，
还得有一定的种植经验、管理技术及经商头脑。这些因素缺一不可，
否则难以达到成功的彼岸。“这片荒芜地，早几年前就有人承包过，可
每次不管种植什么，都没有收成。你如果种林果，很可能是种一年，
亏本一年，还是安心点选择别的行当试试吧！”他的亲朋好友得知他
从事林业的消息后，纷纷前来劝他。

面对质疑声，他深知对于林果行业一窍不通的自己想要念好林
果致富经，闯出一片新天地，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他最终选择迎
难而上，挺直腰板加油干，人生能有几回搏，自己想要去做的事情一
定要把它做成，哪怕是失败了也值得。就这样，徐高文一方面对荒芜
的田地进行开发整治，另一方面深入到航头、乾潭等周边乡镇，向有
种植经验的林果大户现场取经，学习无花果、葡萄、猕猴桃等种植技
术与管理经验，并从浙江周边、四川等地引进优质的林果新品种进行
种植，同时在果园里统一安装了微喷灌节水设施，减轻了人工抗旱的
劳动强度，提高了工作效率。

“无花果怎样修剪，葡萄怎样疏果，猕猴桃如何架枝……”面对这
些生产技术，徐高文就像小学生一样，不懂就到电脑上查找管理技术
知识，或到周边种植基地请教相关的技术人员，不断地掌握林果生产
管理技术知识。他说，“现在询问种植果树的知识，只要打开手机或
电脑，什么技术与知识都可以学到，真是太方便了！”就这样，徐高文
一边通过学习科技知识，一边勤奋实践，这片荒芜地如今成了一片郁
郁葱葱现代采摘乐园，让不少人刮目相看，啧啧称赞。

对于今后的发展，徐高文满怀信心地说，今年这片果园刚刚投
产，明年之后将迎来丰产期，届时将会通过电商、微信朋友圈等渠道
及时发布信息，吸引外地客户前来采摘与观光。

笔者看到，徐高文的果园地处白章线公路边，交通十分便利，有
利于游客到现场采摘，林果的运输也十分方便。“果园的整体发展势
头不错，可如今各地特色林果类的公司层出不穷，我的果园想要持续
向前发展，是个关键问题。接下来，还是要用心将果园管理好，提高
现代科技管理水平以降低生产成本，减轻劳动强度，提高经济效益，
这样才能长远发展，适应市场竞争。”徐高文说。

宁文武

也许很难想象，一家拥有浙江省五星品质旅行社、浙江百
强旅行社、宁波首家旅行社标准化示范单位等诸多荣誉称号
的企业，其运营团队几乎全部都是80后，而其掌舵人童伟标
更是标准的80后。更难能可贵的是，他也是白手起家创业者
的典范，作为宁波江北新生代企业家联谊会副会长兼秘书长，
他更是一位不折不扣的“创一代”。

“病态的执着”曾经一直是童伟标的 QQ 签名，短短五个字反映
了他创业十余年来的心路历程。十几年前，农村青年童伟标选择在
城市创业，从一个无资源、无人脉、无经验、无资金的“四无人员”，靠
着超出常人的执着、自信和坚持，创立了已在新三板挂牌的浙江达人
旅业股份有限公司。

2005 年，当童伟标辞去工作决定创业时，他面对的不仅是商场
的激烈竞争，还有家人、朋友的不理解、不支持、不看好。“但越是身边
人不赞同，我越要证明自己。”年轻的童伟标相信自己的选择，孤独而
坚定地朝着自己的目标阔步前行。

长路漫漫，创业路上等待童伟标的是无数荆棘和坎坷。“困难就
是机遇，解决困难就是抓住机遇。”童伟标以一种良好的心态，一步一
步地冲破企业成长的困境，把达人旅业这个宁波旅游界的新生儿一
点一点地养大，实现自己当初梦想的人生价值。已经在业内小有成
就的童伟标却没有停歇，企业不断“折腾”转型，每次的转型都是新的
创业。他说：“没有成功的企业，只有时代的企业。只有不断缔造出
适合这个时代的产品，才能确保长盛不衰。”

对于如今新一代的创业者，童伟标希望他们一旦选择了创业这
条“不归路”，不要遇到困难就绕着走，“行业的困难就是企业的机遇，
专业的困难就是人生的成长。年轻的创业者要有清晰的定位和坚定
的目标，多吸取失败的经验案例，让自己少走弯路，成功或者失败，都
永远不要忘记当初为什么出发。”童伟标说，同时经营企业一定要正
正规规，打铁还需自身硬，牢记市场才是最大的“老板”。

站在企业下一个十年的时间节点上，童伟标对未来也作了更为
明确的规划和目标，坚守旅游行业，努力打造区域旅游生态圈，让达
人旅业成长为长三角地区资源型旅游集团。 谢良宏 路漫

徐高文
林果大王是怎样炼成的

童伟标
用执着诠释十年创业路

顾林江是嵊州市三界镇八郑村人，18 岁
高中毕业应征入伍，由于顾林江身材魁梧，身
高1.8米，被四川一特种部队侦探营招去当特
种兵。两年的军营生涯，锤炼了他吃苦耐劳
的精神，由于成绩显著，多次被部队嘉奖，并
被提拔为排长。2012 年 9 月顾林江回到家
乡。当时，顾林江的父亲顾国良在上虞区长
塘镇承包粮田。于是，顾林江放弃一个大集
体工作的名额，毅然投奔上虞与父亲扎根那
片希望绿色的田野。

种粮投入高，效益低，风险大，又辛苦。
前几年，农村中青壮年大多不愿意从事“靠天
吃饭”的农业生产，而是选择外出务工或进企
业工作。但 80 后小伙顾林江，狠下“争天斗
地”的决心，在父亲已有300多亩承包粮田的
基础上，通过流转土地，投入近400万元发展
机械化水稻种植产业，将梦想深深地扎根在
乡村振兴的田野。

顾林江说干就干。在镇、村两级领导的
重视与关心下，顾林江先后流转了长塘镇上
堡、下堡村的 420 亩水稻田，使顾林江家庭
农场水稻种植面积扩大到 700 多亩，成为长
塘镇最大的集中连片机械化水稻种植基
地。于是，顾林江又趁热打铁注册资金 300
万元成立了绍兴市上虞区长塘镇金禾家庭
农场。顾林江先后购进了 3 台拖拉机、2 台
插秧机和 1 台中型收割机，还添置 5 台烘谷
机，一台中型碾米机，近日又预购一架喷药
无人机。

选择传统农业作物水稻，而放弃收益
大、风险低的经济作物，顾林江有自己的盘
算：如果按传统耕种方式种植小块水稻，肯
定是没效益的。如果全机械化规模种植就
不一样了，种水稻虽然投入大，但是当年就
有产量，有效益，回报快。而且国家还实施
粮食价格调控政策，不用担心粮食的销路和
价格问题。

顾林江为不断积累水稻种植技术，经常
参加当地农技培训，通过书本增长知识。同
时，时常向其他种粮能手请教，虚心学习，聘
请农业水稻专家当顾问，掌握先进的管理经
验和新技术，改良土壤，引进优良品种，提高

粮食种植效率。
创业路上的辛酸苦辣，只有自己知道。

2013 年 10 月 8 日正当晚稻抽穗扬花，一场多
年一遇的台风“菲特”袭卷上虞，持续三天两
夜的暴雨，使顾林江几百亩水稻遭受重创，
100 万元的投入打了水漂。灾后，顾林江把
自己心爱的一辆轿车卖掉，把换来的钱及时

补交粮田承包款。因此，顾林江的行动得到
当地群众与干部的好评。“哪个从事农业人不
要经历些风风雨雨啊!再说，台风暴雨后，区、
镇农业干部及时为我提供技术指导，给我精
神上鼓励，使我重振克服困难的勇气。”顾林
江笑着说。

树高千尺也忘不了根。“我的根在农村，
在田地里，在土壤里。”每天天一亮顾林江就
骑上电瓶车赶到田头泡在田里干农活，怀着
对农村和土地特有的情结，他十分关注农业
方面的最新政策。近年来，国家和地方不断
出台政策，鼓励大家种粮食，扩大种植规模
和转变生产方式提升产能，提高粮食集约化
经营水平，这都使顾林江对规模化种粮产生
强劲动力。

如今顾林江的700多亩水稻农田基本完
成了水渠衬砌、机耕道路畅通、土地平整的丰
产坊，年上缴国家粮食订购量500多吨，实现
了一位退伍不褪色振兴乡村的排头兵。

陈晓潮

师从名医
善治内科疑难杂症

吴春华的诊室位于三门县人民医院中
医院院区的2楼中医馆，笔者见到她时，她正
在给一位患者把脉。

与大众印象中的“老中医”不同，吴春
华——作为浙江省基层名中医、三门县首届
名中医，却是非常年轻美丽、温婉可亲的。
一袭白大褂，明眸善睐，举止优雅，与人们传
统印象中的老中医形象相去甚远。

吴春华师从老中医药专家牟重临，她自
毕业于浙江中医学院中西医结合临床专业
以来，在中医的道路上不断孜孜以求，苦心
研读经典药方，形成了自己的治病风格，目
前主攻中医内科方向，擅长内科呼吸系统疾
病、消化系统疾病、神经系统疾病、风湿痹
病、泌尿生殖系统、心血管疾病等方面的诊
治，在月经不调、痛经及膏方调理等养生保
健方面也颇具心得。

只见她微闭的眼睛伴着稍稍皱起的眉
头，有条不紊地问完 10 多个问题，一边思考
一边敲下药方。吴春华看病时很静，那是一
种水滴石穿的静，旁人仿佛能从这沉默中感
受到一股道不明白的力量。

这样的快慢、冷热对比似乎很符合老百
姓对“中医”的理解：西医治标，中医治本，但
重要的是，西医见效快，中医见效慢。在更
多人的眼里，好像中医只能治慢性病和没有

生命危险的轻症，是西医无法治疗时无奈的
选择。有你，我就碰碰运气寻得一份心理安
慰；没你，对于生命也无大碍。

吴春华的回应很简单：中医是国粹，望
闻问切样样不可缺，所以就诊时间相应会慢
下来，但如果对症下药后，中医的疗效反而
会比较快。“中医是通过调整人的身体状态，
恢复机体的自愈能力来治疗疾病的。治疗
措施直接作用于人体，只要身体状态有了变
化，病人马上就会有感觉，起效很快。”

慢，大多是因为没有对症。在吴春华的
病人中，有急重症的发热，有突然发作的荨
麻疹，也有一感冒就彻夜不眠的顽固分子。
慢病疗程自然长，但只要药对症了，很多时
候两三副就能见效。“没效果病人也不会再
来了。”

私人定制
整体观察对症下药

吴春华从事中医临床工作20多年，因为
医术精湛，慕名而来的患者也越来越多。有
一组数据更有说服力：吴春华的每天门诊量
多则 90 到 100 人次，年门诊量达到 1.5 万多
人次。

来她这里看病的患者特点就是杂，几乎
可以囊括大内科的所有疾病。每个病人，吴
春华都从头问到脚，从内问到外。10多个问
题，先给疾病定性，辨出阴阳寒热；接着给疾
病定位，是在表还是在里。

“中医治病，就是讲究整体的观念。病
人的每一个症状都是人身体状态反应出的，
想治疗有效，就不能只抓单一表现，要从整
体观察患者的身体状况。”同样的过敏性紫
癜，有的人体热无汗，喜冷恶热；有的人疲乏
无力，恶风怕冷。紫癜之外，其他症状的表
现更能说明疾病的性质，由于这些疾病外的
症状不同，总结出来的阴阳属性就不同，她
给病人用的药方自然就不同。

除了精湛的医术，吴春华的医德更是被
众多患者和家属称道。这么多年来找她治

疗的患者很多，但她始终保持着“治病救人”
的初心，把患者当亲人，设身处地为患者着
想。在临证时，她经常告诫自己能用小方治
病，就不要开大方，能用便宜药解决的问题，
绝对不开贵药。

今年 7 月 19 日，有一对乡下来的老夫妻
慕名找到吴春华。老先生72岁，有慢性支气
管炎、肺气肿病史 20 多年，因为受寒已发作
一周，说话间咳嗽连声，咳大量泡沫痰。当
得知老人经济困难，无力负担住院费用，吴
春华决定施药治疗。根据四诊，辨证为外寒
内饮。吴春华用了张仲景的小青龙汤原方，
3 剂。3 天后病人复诊，面有喜色，症状好
转。守方加减再开了 5 剂。5 天后患者说病
已好，不需要用药。吴春华根据患者的经济
情况，又开了张仲景的苓桂术甘汤加党参 5
味药，直到患者病情基本稳定。这对老夫妻
感激不尽，握着吴春华的手说不出话来。

讲究战略
分层次治疗病灶除

中医治病因人而异，同样的疾病因为每
个人的遗传、体质不同，发病的机理不同，临
床的症状也有差别，因此用方并不一样，这
就是典型的同病异治。吴春华就曾治好了
一位胃病老患者，该患者大为赞叹，称她是

“治胃病专家”。
据悉，这名患者是三门县本地人，目前

住在台州椒江，其患有萎缩性慢性胃炎，表
现为肚子胀，乏力，人消瘦，一直被胃病折磨
数十年，吃了各种药都没见效。经朋友推
荐，他找到了吴春华。吴春华重新给该患者
制定了诊治方案。患者每个星期来一次三
门，找吴春华诊治。

“古代常常将一副药能治好病的医生称
之为‘某一帖’。但像这种萎缩性胃病属于
慢性累积的功能异常性疾病，绝不可能一药
而愈，因此中医治病就像将军打仗一样讲究
战略战术，需要分层次、分步骤来治疗。”吴
春华介绍，她会根据患者每次的身体状况，
开出相应的药方。慢慢地，患者的老胃病治
好了，他十分感激吴春华，并介绍了多名身
边的胃病患者到吴春华这里就诊。

中医博大精深，除了坐诊，吴春华还非
常重视中医传承。对于进修实习学生，她竭
尽所能，毫无保留地传授经验。她还积极参
加社区、基层卫生院的义诊活动，自去年8月
份三门县人民医院港南分院成立后，吴春华
常利用休息日下乡坐诊，服务当地百姓……
有人跟她讲，你平时那么忙，又是专家，没有
必要亲自去基层坐诊了。但吴春华认为，这
是一项重要的工作任务，更是一名党员的责
任和义务。

“我热爱中医，也有责任和义务把中医
事业传承下去，发扬光大，造福一方百姓。”
吴春华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近年
来，她的实践理论研究成果不断，一级论文
一篇，二级论文五篇，《柴胡加龙骨牡蛎汤治
疗不寐》被列为三门县课题。这些荣誉的背
后，凝聚着她的坚持、智慧和心血。

朱曙光 陈玲玲 陈海丽 文
朱芳芳 摄

吴春华 年轻的“老中医”

把脉看病
是她的事业，守护国粹是她

的本能，20 多年花开花谢，

三门县人民医院（中医院）中医科副主任吴

春华就是这样守护着中医这块方寸之地，

为中医而生，倚中医而立，传承中医发展的

最大财富。

日前，笔者一行来到绍兴市上虞区长

塘镇谢憩村水稻种植基地。放眼望去，开

阔平坦的高标准农田上，一大片绿油油的

水稻像一块块铺开的绿地毯，几行白鹭忽

而在田间觅食忽而直上青天。一名皮肤黝

黑的年轻人正弯着腰，在检查晚稻抽穗情

况。 同行的一位村干部手一指：“喏，他就

是顾林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