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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江村为居家养老中心
建爱心菜园

61名党员
义务当菜农

14 日一大早，西溪镇石江村党

员吕月琴就赶到村里的爱心菜园，为

番薯地松土。原来，吕月琴是爱心菜

园的管理员，这天是她值班。“她照看

自家的菜园都没这么勤快。”同在爱

心菜园查看四季豆长势的村支书吕

永跃说。

据介绍，石江村这块 333 平方米

的爱心菜园成立于今年 6 月，归村集

体所有，产出的蔬菜瓜果全部无偿供

给村居家养老中心。像吕月琴一样，

村里 61 名党员都是爱心菜园的“义

务菜农”，翻土、施肥、采摘等，每个环

节都由党员负责。

“今天的菜是红烧肉、青菜豆

腐。青菜是菜园里摘来的，新鲜又好

吃。”88 岁的吕永利老人告诉记者，

村里的党员对待居家养老中心的老

人很好，不仅免费为他们种菜，还处

处关心他们，时常给他们送油送米。

据悉，这块爱心菜园的支出全部

来 自 于 村 里 的“ 党 员 滴 水 公 益 银

行”。该银行成立已有三年时间，

80%以上的存款由村里的党员捐助，

用于村里的公益事业、村庄建设以及

帮助困难群众。与此同时，该银行还

设置了“党员积分”的奖励机制，鼓励

党员多为村民谋福利。

西溪镇上蒋村有一株罕见的仙

人掌，高达 3 米。村民蒋长生介绍，

这株仙人掌是 14 年前朋友送给他

的，当时只有20多厘米高。

14年长成3米
“仙人树”

15 日中午，西溪镇石江村仿佛

睡着了般静悄悄。这个曾和玉川、

西山并称为全国纺织配件“金三

角”的小山村，如今正慢慢淡出纺

配行业。昔日“庭前院后叮当响，

家家户户致富忙”的景象，如今已

不再。

一墙之隔利润差10倍
记 者 找 到 了 村 中 还 在 坚 持

做纺配行业的吕天青、吕天来两

兄弟。

同样是 2010 年入的行，哥哥

吕天青接手的是家里经营了 30 多

年的纺配加工厂，专做纺织滚筒的

传统木质针板。而弟弟吕天来则

引进设备，在哥哥的厂房隔壁另起

炉灶，做起了铝合金针板加工。

一墙之隔的兄弟俩，一个“按

部就班”，一个“剑走偏锋”。5 年时

间过去了，墙这头的吕天青，依然

整日操作着两台钻床给木板钻孔，

厂房里堆满了大大小小的木板。

电扇一开，木屑满屋飞舞。

墙那头吕天来的厂房里则是

另一番光景。较高的机械替代率

让加工厂显得空旷干净许多。

“现在生意不好，利润也越来

越低。一片 1 米的针板拼死卖到

70多元，利润也就五六元钱。”吕天

青叹了口气说，这还是在用了机器

的情况下，如果像以前用人工做的

话，利润只有两三元。

墙这边的吕天来却不这么觉

得：“铝合金针板的利润比传统的

木质针板高多了，一片能卖到 140

多元，至少能赚四五十元呢。”

“利润是传统产品的10倍。”吕

天来对未来充满信心，虽然目前产

值还不大，但使用铝合金针板一定

是未来纺织企业转型升级的方向。

抱团发展办大事
对于铝合金针板，吕天青也是

颇为心动，但是转型提升并不容

易。吕天青说，他的老客户都是中

低端的纺织企业，对木质针板需求

大，如果做铝合金针板，就需要在

工艺、设备、客户拓展等方面推倒

重来。

在石江村，如今还坚持做纺配

的20多人中，大多数都和吕天青一

样做着传统的木质针板。能做铝

合金针板的，只有吕天来一人。与

很多人相比，吕天来显然已经往前

快走了一步。要让这个曾经名噪

全国的纺配名村重现当年的辉煌，

必须要有更多的人像吕天来一样

进行产品升级。

然而，在石江村党支部书记吕

永跃看来，吕天来的这一步还可以

迈得更大。与全国其他纺配企业

相比，吕天来虽然对产品进行了升

级，但依然没能摆脱家庭作坊的局

限：大单接不进，虽然利润高，但产

值却上不去。

“必须把大家有限的力量集中

起来，抱团发展，淘汰落后的产能，

引进新设备，开发新产品，扩大产

能，提升质量，才能办大事。”吕永

跃认为，甚至可以采用入股的形

式，把各自为战小打小闹的小作坊

变成集中发展规范运作的大企业，

摆脱低小散的市场竞争模式，向更

高端的市场迈进。

“边界行”系列报道（16）

一对纺配兄弟的隔墙“对话”
弟弟升级产品利润是哥哥传统产品的10倍

本报“边界行”第四采访组记者
应向红 程德胜 蒋伟文 蒋立峰

楼蕲 王导 俞晓赟 应玲菲 程轶华
见习记者 姚岚

龙山镇吕南宅四村坐落我市

东 北 角 ，全 村 常 住 人 口 1900 多

人。自开展美丽乡村建设以来，该

村在完善各级养老管理服务中心

的基础上，积极推进居家养老服

务，满足老年人日益增长的精神和

物质需要，为他们打造一个充满贴

心服务的乐园。

老年活动中心成“第二家园”
14 日下午，记者来到吕南宅

四村，在一排梧桐树下，老年人三

五成群地坐在石凳上乘凉。不远

处就是村老年协会活动中心，房门

紧闭，凑近窗户一看，原来是十来

名老人正在专注地看戏。记者悄

悄推门进去坐下，与其中一位老人

闲聊起来。

老人名叫颜美云，今年 76 岁，

儿子在广西打工，平常就自己一人

在家。

“我天天来这里，即使周边村

做戏，也不会像以前那样去赶场，

因为老年活动中心每天就有看不

完的戏，还有很多戏友。”每天准时

到老年协会看戏、找老朋友聊天，

已经成为颜美云的生活习惯。

与颜美云一样，村里很多老人

都喜欢到这里来跟老伙伴聊天、打

牌、看戏、健身，老年活动中心成了

他们的“第二家园”。

饭免费吃碗不用洗
在老年活动中心隔壁，就是

村文化礼堂，一楼是供老人们用

餐的餐厅，排列有序的桌子上放

着用餐老人的名字。每天中午和

晚上，老人们都会准时到这里免

费吃饭。四周还挂着“二十四孝”

的壁画。

15 时，虽然离晚饭还有 2 个小

时，但是厨师吕妙强和食堂会计吕

天顺已经忙碌开了。

从单位退休的吕天顺告诉记

者，村里为了老人的伙食可是下了

不少功夫。去年，老年食堂承包给

了一个宁波人，承包人为了节省成

本，不是买最便宜的菜，就是经常

烧同样的菜，老人们普遍反映吃不

好。为此，村里今年拿回了承办

权，由固定摊贩每天送来新鲜蔬

菜，村里小有名气的吕妙强掌勺。

“现在老人们都吃上了时鲜菜，

比在家里吃得还要好。”吕妙强说，

虽然每天都要煞费苦心思考做什么

菜、怎么吃才营养，但看着老人们吃

得开心的样子，很有成就感。

“饭有人烧，还免费吃，又不用

洗碗，你说我们的日子多舒心。”颜

美云美滋滋地说，逢年过节，村里

还会给老人发钱。

打造贴心的老年乐园
“三楼有一个多功能活动室，

不仅能作为村里开会的场所，还成

了村民展示才艺的舞台。”村干部

吕永兴迫不及待地带着记者去见

识见识。

“哇，这哪是活动室，简直是电

影院嘛。”推开多功能活动大门，是

能容纳900多人的会议活动中心。

“这里小演出常常有，每逢周

末，村民就会自发组织表演，有小

品，还有唱歌。”吕永兴说，过段时

间，还有个婺剧团要来这演戏呢。

记者发现，吕南宅四村老年活

动中心与文化礼堂相邻而居，不仅

满足了老年人的物质需求，还满足

了他们的精神需要。除了本村老

人的身影，还吸引了不少邻近村的

老年人，连东阳的老年人也慕名而

来。这里，俨然成了专为老年人打

造的充满贴心服务的乐园。

吕南宅四村为老年人打造贴心乐园

好菜热饭免费吃 唱歌看戏乐悠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