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种下一棵杨梅树
从此有奔头

在农村，一年当中最热闹的时

候往往是春节，因为村民平日里多

外出务工，只有春节这个团圆的日

子，才会让他们短暂放下繁忙的工

作，回到家乡。

曾经，大京村也是如此。而如

今，大京村的 6 月比春节还热闹。

特别是高楼杨梅节举办当日，来自

四面八方的游客蜂拥而至，村里最

主要的道路——京桥路几乎寸步

难行，路两侧摆满刚从山上采下的

杨梅。乌紫的杨梅泛着诱人的色

泽，此起彼伏的叫卖声中，凝聚着

大京人酸酸甜甜的致富路。

卓光肥是村里最早开始种植

杨梅树的村民之一。他记得，第一

批杨梅树是在 1983 年种下的。“很

多村民不相信能种起来，我们挨家

挨 户 地 劝 说 ，才 有 一 些 村 民 参

与。”彼时担任村干部的卓光肥心

中默念，一定要种成功，一定能种

成功。

当时，大京村村民普遍以种田

为生，靠天吃饭，收入微薄。穷则

思变，一些村民跨出农村，进城、

出国，谋求生路。而种植杨梅，给

留守在农村的村民带来了希望。

最初的等待是漫长的。杨梅

树种下至成熟结果，至少需要六七

年时间。从青青的小圆核，到青红

相间，再逐渐变成深红，味道从涩

到酸再到甜，杨梅树种下的第六

年，杨梅终于成熟了。

“ 第 一 年 ，我 卖 杨 梅 就 赚 了

1000 多元，当年拉板车一天挣不

了 5 元钱。”卓光肥至今仍记得这

个数字，能在农村赚到 1000 元，这

在当年非常了不得。生活只有更

好，在不久后的 1994 年，他家杨梅

收入达到 2 万元。

看到第一批杨梅大丰收，村里

其他村民纷纷扛起锄头，上山开荒

承包种杨梅。“那时，村里家家户

户种杨梅，成熟时路两旁摆满等待

出售的杨梅，一下子客似云来。”

大京村党总支书记毛传松回忆当

年的场景时说。

杨梅也开启了大京人的小康

路。成立杨梅合作社、举办高楼杨

梅节⋯⋯大京村找到了以杨梅为

特色的发展之路。如今，大京村村

民年人均收入近 2 万元，村民的腰

包开始真正鼓了起来。

酿起糟烧酒
酒香不怕路远

在大京村京桥路边，开着 4 家

糟烧店，其中一家店面上方挂着用

蓝夹缬画板雕刻技艺雕刻的招牌，

上面写着：温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

糟烧制作技艺。这家店是 74 岁的

杨宗寅开的。

从 28 岁 开 始 学 糟 烧 制 作 技

艺，有一技之长的杨宗寅直到花甲

之年，才真正做起了这份“事业”。

糟烧酒以糯米为原料，用传统

独特的手工工艺精心酿制而成。

“以前米都不够吃，谁会用多余的

米来酿酒？”杨宗寅说，以前村民

连温饱问题都解决不了，很少有村

民酿酒。后来，村民生活条件好

了，但也只做少量糟烧酒，存在酒

缸里慢慢品尝或是逢年过节招待

客人。

2004 年，首届高楼杨梅节举

办，以大京杨梅为主的高楼杨梅从

此一炮而响，杨梅节主要举办地大

京村游客蜂拥而至。往往杨梅刚

摘下来就被一抢而空，这直接带动

了杨梅销售，村民收入增加，也给

当地农产品找到了销路，一些村民

将自家田地里种的农产品摆到路

边，很快就销售一空。

这 一 切 被 杨 宗 寅 看 在 眼 里 。

2008 年，退休后的杨宗寅重拾年

轻时的手艺，开了糟烧酒烧制作

坊。“现在粮食多了，米吃不完，来

酿 酒 的 村 民 多 了 ，自 己 喝 、送 人

喝、卖了赚钱的，都有。”他说。

如今，杨宗寅一年能酿上至少

5000 公斤糟烧酒，销售额超 10 万

元，不仅本村村民来酿酒的越来越

多，从各地闻香赶来的客人也增

多，甚至辽宁、安徽等地的客人专

程来买他酿的酒。此外，杨宗寅还

跟市区一些客人建立了长期合作

关系，销路更为畅通。“肉夹夹，酒

喝喝，生活真快乐。”杨宗寅如此

形容眼下的生活。

村庄变景区
大京向美而行

近年来，借助美丽乡村工程、

乡村振兴示范带建设和小城镇综

合整治等，大京村村庄面貌日新月

异，先后被评为省首批休闲旅游示

范村、省美丽乡村特色精品村、省

级文明村等。2017 年，大京村还

获得“浙江省 3A 级景区村庄”荣

誉称号。

村民周月展对身边的变化深

有感触。他说：“以前没有规划，

村民在门前搭了各式铁棚、防水

布，难看又杂乱。现在铁棚拆掉

了，统一做了挑檐，古朴又美观，

大家看着门口这么干净，农具等物

品也都自觉收到家里了。”

杨梅为大京村带来了人气，也

让大京村找到了新方向：发展旅

游。以大京老街打造的水坊古街

古色古香，颇具历史年代感；以杨

梅文化为主线打造的红梅广场，成

为每年杨梅节举办的主场地，也是

村民休闲娱乐的场所；今年杨梅节

前夕，大京村在红梅广场附近建造

了生态停车场，今后将为杨梅节庆

祝活动、旅游参观提供配套设施

⋯⋯

而眼下，走进大京村，处处能

看到各项工程建设热火朝天的场

景。成业路、沿溪路等道路两侧房

屋前搭着脚手架，工人在粉刷外立

面；京桥路两侧房屋前，道路开挖

在埋管道⋯⋯毛传松介绍，这些工

程建设完成后，大京村的村容村貌

将得到质的提升，为京垟乡村休闲

部落的开发加码助力。

京垟乡村休闲部落，这个位于

大京村的民宿项目是将来大京村

乃至高楼镇发展旅游的重头戏。

该项目占地约 40 亩，将以乡村慢

生活为主题，在大京村建成融乡村

文化、特色农业、度假休闲于一体

的旅游服务接待中心。

“该项目建成后，将吸引更多

游客，村民的经济收入将更可观，

在全面小康路上，村民会更有奔

头，更有幸福感。”大京村党总支

副书记黄发挺说。

本报讯（记者 欧苗苗 林长凯 通讯员 薛亚文）“医

生，我牙龈经常出血是怎么回事？”9 月 18 日下午，“9·
20 全国爱牙日”大型公益义诊活动在瑞安广场举行，

吸引不少市民前来。

据了解,今年全国爱牙日主题为“口腔健康、全身

健康”。此次义诊由温州市口腔医学会、温州市牙科学

会、瑞安市口腔医学会、致公党瑞安市支部委员会、瑞

安市无党派人士联谊会、瑞安市社会组织代表人士联

谊会、香港瑞安青少年联会等多家单位主办，瑞安雅正

口腔医院承办，为广大市民提供牙病防治、口腔健康咨

询等服务。此外，市爱心顺风车志愿者协会、市慈善总

会港仔爱心基金会等15家单位参加义诊活动。

据介绍，每年的 9 月 20 日是全国爱牙日，我市都

以不同形式举办系列活动。今年通过整合资源，广泛

动员社会力量，开展免费义诊，在市民中开展牙病防治

和口腔保健知识的普及。据统计，此次义诊共提供咨

询服务 1600 余人次，赠送牙膏、牙刷等口腔保健用品

价值2万余元，发放口腔健康宣传资料5000余份。

另据了解，9 月 17 日下午，市新联会会员赴湖岭

镇中心幼儿园永安园区开展“爱牙日”公益活动。现

场，会员们详细了解孩子们的学习、生活情况，并送上

牙齿护理用品及礼物。新联会理事、口腔医生倪达兴

给孩子们讲解口腔保健和

护牙知识，并现场给孩子的

牙齿涂氟防龋。

据了解，湖岭镇中心

幼儿园永安园区的孩子大

部分属于留守儿童，此次

活动不仅给他们带来了关

爱，也增强了他们的爱牙

护牙意识。

本报讯（记者 蔡玲玲 通讯员 潘雯菁）双休日，我市

处在绵绵的雨天里，气温“应声而落”，总算看到了秋

天的影子。季节交替，凉意伴随雨水一道而来。未来

几天，我市气温仍有小起伏，整体感觉比较凉爽。

据市气象台最新预测，我市未来一周多阴雨天气。

市区周二，多云到阴，局部有阵雨，20至26℃；周三，阴

有阵雨，20至25℃；周四，雨止转阴到多云，21至28℃。

相比前段时间，这几日我市的气温明显回落。从目

前预报来看，这次降温之后，我市就基本告别30℃以上

的气温了。但从入秋的角度来看，我市还未达到气象学

意义上的入秋标准。

本周二迎来二十四节气中的秋分。按农历来讲，立

秋是秋季的开始，霜降为秋季终止，秋分正好是从立秋

到霜降 90 天的一半。秋分这一天，太阳达到黄经 180

度，直射赤道，南北半球昼夜平分。对于北半球来说，秋

分之后，昼短夜长的趋势就越来越明显。过去把秋季分

成孟秋、仲秋和季秋三部分，秋分正处仲秋，正所谓平分

秋色。

眼下，雨水增多，日照减少，气温渐降，人们的情绪

未免有些垂暮之感，故有“秋风秋雨愁煞人”之言。秋天

肃杀之气，确实对人有消极一面的影响。实际上，秋天

展现给我们的更多是属于美好的一面：秋高气爽，丹桂

飘香，五谷丰登。

⑤

高楼镇大京村：

以梅为媒 化“没”为美
■记者 黄君君/文 王志/图

“你家是不是种了很多杨梅树？”

“你的酒量是不是很不错？”

从小吃着杨梅、闻着糟烧香长大的许多高楼年轻人，经常会听到周边不同人士的同样疑惑，美丽的误会恰恰说明高楼杨梅、高楼

糟烧早已成为高楼镇金闪闪的名片。位于高楼镇北翼的大京村，正是高楼杨梅、高楼糟烧的主要产地，在这里，几乎家家户户种过杨

梅树，酿过糟烧酒。

种植杨梅，让大京村在绿水青山间找到了致富路，不仅村民腰包鼓了，村容村貌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成为省 3A 级景区村

庄。在“两山实践”中，大京村逐渐摘掉穷帽，迈向小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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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爱发“牙”
爱牙日公益活动进广场、幼儿园

今天迎来秋分

未来一周多阴雨

RUI BAO

看看天气扫一扫，看视频

扫一扫，看图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