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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个自信中国人
■薛建国

“仙草”为生态农业“进补”
■王国荣

这是一场爱的接力。

北京时间7月10日，在非洲一个名叫

佛得角岛国谋生的温州商人陈潘明，在自

己住所从高处意外跌落，结果诊断为脊柱

骨折。由于当地医疗条件落后，无法采取

有效的手术治疗，只能进行保守治疗，这

让陈潘明和家人十分担心。7月14日，他

决定回国做手术。

因伤势较重，陈潘明需要用担架抬，行

程长达60小时，途经三大洲⋯⋯回家的路

让陈潘明犯难。没有机票怎么办？侨办和

大使馆帮忙买；路费不够怎么办？国内外

老乡掏钱凑，飞越半个地球的爱心接力，终

于让游子陈潘明回到了自己的家乡。

这是一个令人心生温暖的故事。

因为这故事包含大爱、大善和大美。我

想，这个故事留给我们的不仅是一份温

暖，而且还应该是一份心灵的触动。

一个人的教育是从爱国开始的，家

国情怀是大爱。“下辈子投胎到国外”、

“中国人素质就是差”⋯⋯我们身边经

常可以听到这样话语，虽然是特定语境

下的气话，但客观上“国家”还是在不少

人的意识里被淡化。更有甚者，嘴里动

不动就是“这些中国人”，好像自己不是

中国人似的。他们视全家能移民国外

为成功，把跑到国外生孩子看作是本

事，热衷于“去中国化”。我不知道，他

们是否想改变一下自己作为黄种人的

基因呢？热衷于“去中国化”的他们，早

已没了自信。

在一些国人眼里，中国就是由一个

个“不好”构成的，空气质量不好、食品

安全不好、医疗水平不好、人口素质不

好等等。尽管这些说不好的人当中，就

有生产假冒伪劣的食品企业主，就有走

出国门喜欢到处题写“到此一游”者

⋯⋯行文至此，不由想到柏杨和他的名

著《丑陋的中国人》。丑陋的中国人，当

然是少数的中国人。

做中国人其实挺好的。无论在世

界哪个角落，一次恐怖袭击或一场自然

灾难，都会把上至中南海下至田间地头

的每个中国人心给揪紧了，为危难中的

中国人祈愿、祝福，并施以援手，国家层

面，民间力量，汇聚成流。即使一个人，

哪怕离祖国再远，祖国也永远是你的靠

山。这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这是已经

被无数事实证明了的事，陈潘明就是一

个活生生的例子。

陈潘明回来了，他的“幸福之旅”可

以给我们以这样的启示：我们每个人都

是祖国的孩子，在任何时候祖国都不会

放弃自己的孩子。因此，无论走到哪

里，我们都可以做个自信的中国人。因

为我们有祖国作靠山，我们应该以祖国

为傲。同时，也要通过自身的努力，让

祖国以我为荣。

乡情、友情、同胞之情都是值得珍

视的“文化遗产”，一方有难，八方支援；

只要人人献出一点爱，世界将会变成美

好人间，就些皆是中国传统文化迸发。

“世界需要热心肠”，在这次爱心接力

中，温州侨办和老乡们的表现，也再次

让人领略了温州人的“抱团精神”。因

为温州“抱团”，所以温州人敢闯天下，

敢为人先。当前，温州面临新的经济方

式转变，困难不会少，但只要有从不放

弃、不抛弃“抱团精神”，就没有爮不过

的山，趟不过的河。

做中国人好，做温州人更好。

说起灵芝这“仙草”，一般人会认为它是

深山老林里才有的稀罕物种，这也许是受

“仙”误导，又有千年药用历史，系中国传统

珍贵药材，更添其神秘感。其实它是可以人工

种植的——马屿镇后姜村的姜贤好、谢银平夫

妇，今年就成功种植出了灵芝 （详见本报 7 月

26日3版报道）。

现代乡村，不再是仅仅种植五谷杂粮、蔬

菜豆荚，随着社会科学技术发展，很多村民纷

纷向特色生态农业经济迈进，因地之宜创办起

科技含量高、效益好的种植或养殖场，昔日的

农民一跃成为公司老板。大变革时代，农村也

讲“转型升级”。

姜贤好在村里租下 15 亩“仙草”地，引

种了 4 万多株灵芝，按每株约 250 克重的灵芝

大约可产孢子粉 75 克，灵芝孢子粉加工后的

售价约为每公斤 1600 元，灵芝本体晒干烘焙

后的售价约为每公斤 300 元算，姜贤好今年能

够获得怎样“不错的效益”？想必有兴趣种植

的村民，会拿出计算器来算，或者在纸上做加

减乘除。

期待姜贤好的“仙草”越种越好，他的龙

生好灵芝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越办越兴旺。据

报道，目前他正在搭建二期 30 亩大棚，用于

灵芝栽培生产，并与丽水龙泉的一家公司合

作，打算将灵芝孢子粉卖到中东等地。这是颇

具诱惑力及感召力的新农村经济产业，是科技

治贫致富的一条路子。好在姜贤好大气：“谁

有兴趣，可以到我这里，我帮他培训”；他也

很有前瞻眼光：“希望能吸引更多的瑞安农户

种植灵芝，带动灵芝产业在瑞安落地生根。”

如此前景看好的“仙草”生态农业，有兴

趣种植的农民肯定不少，但也许会有对资金、

技术等诸多方面担心与疑虑。其实这已经不是

问题，因为有姜老板“第一年种植灵芝成活率

50%”的良好开头，今年又是丰收在望，还有

二期 30 亩大棚的蓄势待发，仙草之“仙气”

想必会护佑有心的村民。再说浙江的生态农业

经济早有可喜先例，像高山铁皮石斛，在我省

多地广为种植加工，成为广大消费者青睐的保

健品、药品。

一人富，算不了什么，带领父老乡亲致富，

才是大富，才是全村之福。想来，姜贤好发出

“培训”邀请，就是基于这个善意的想法。有兴

趣的村民可以先去姜贤好的二期大棚培训实

验，等学到技术，资金投入可以量力而行，等有

了成功经验，再扩大种植。相信，在姜贤好夫妇

带领下，灵芝产业一定会在瑞安落地生根，为本

地生态农业“进补”。当这“仙草”带着本土的芳

香，打上了瑞安的印记与品牌，相关部门一定会

给予关注和帮扶。这不仅仅是姜贤好的期望，

也是瑞安生态农业发展之需。

湖南省某市副市长贪污、受贿，其涉罪大量证据集中在这名副市长包养的情妇黄某手

中。该女子二十多岁，家境贫寒，却因这位副市长的格外宠爱，被送至北京一所大学法律专业

进行两年学习培训，具备了一定的法律专业知识及反侦查能力。办案组决定抓捕黄某时，却

发现其入住地点人去楼空，且音信皆无。 （陶小莫 画）

近日，本报多次报道“马屿大叔”自掏腰

包为公交站点安放候车座椅，并贴上文明标

语的事迹，他的行为赢得了广大网友的一致

好评。而今也终于知道了“马屿大叔”是曾经

报道过其善行的人士国方珍。

国方珍的善行无疑是值得称颂的，他的

行为感动了网友，感动了瑞安。可这是因为

瑞安缺少爱心人士，所以“马屿大叔”的善举

成了稀缺资源么？否也，瑞安不缺爱心人士，

缺的是爱心标杆，缺的是榜样的力量。

国方珍以其朴实的语言说：“我要让大家看

到瑞安的美丽。”于是，他以低调的行为给瑞安增

光添彩。他没有追求物质回报，他仅仅以他个人

的力量努力让大家发现瑞安的美。

显然，瑞安的美与不美，国方珍一个人起

不到决定作用。瑞安的美，需要所有生活在

瑞安的人来维持、来呵护；需要有众多的爱心

人士来奉一份爱心、发一份光热；需要激发藏

在瑞安人心中的那一份关爱⋯⋯

国方珍个人的能力是有限的，但他的感

染力是无穷的。“马屿大叔”以他的行为彰显

了个人的教养与内涵，感染着瑞安的每一位

爱心人士，激发了瑞安人藏在心底的那份爱

心。不是么？在“马屿大叔”的感染下，贴纸

店的店员义务帮他一起贴座椅上的文明标

语，这就是爱心的力量；目前，没有一张椅子

被破坏，这是市民对其爱心的呵护⋯⋯

爱心是一股力量，爱心更需要有标杆来

引领。我们要把“马屿大叔”当作爱心标杆竖

起来，让所有生活在瑞安的人看到国方珍的

爱心行为，传递爱心的力量。也只有这样，才

能使我们的瑞城更为美丽。

竖起爱心标杆
■胡新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