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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如皋是世界闻名的长寿之乡! 百岁老

人占人口比例高出联合国长寿之乡标准两

倍多"在如皋采访!觅得一本#如皋长寿经$!

记叙了如皋 !"位百岁老人的长寿体会%

健康长寿!是所有人的盼望" 但是!健

康长寿光靠主观愿望是不行的!必须是客

观条件和主观行动相结合的结果" 在由如

皋市委书记姜永华为&如皋长寿经$所写

的序言中!总结出 "条'环境养根!膳食养

身!勤劳养筋!和乐养性!艺文养神!仁德

养心% 这(六养)!就是如皋人长寿的奥秘

所在"

环境养根是第一条!也是最基本的一

条" 如皋是长寿之乡!也是生态环境良好

之乡!依傍长江!水洁土净!空气清新!植

物繁茂" 如皋对工业污水*生活污水*垃圾

采用+全覆盖,无害化处理!保证了环境的

优美! 这是健康长寿的客观条件% 其余膳

食*勤劳*和乐*艺文*仁德五个方面!属于

人的主观努力%如膳食要新鲜!食材出自本

土!热爱劳动!性格和善快乐!爱艺文!讲仁

德等% 正如如皋市委常委*宣传部长胡拥

军对记者所说'+长寿!是经济社会文化和

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的体现% ,

采访札记!!! 长寿的秘密 " 朱大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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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如皋如歌，常来长
寿。”提及生态文明建
设，如皋市委书记姜永
华则自豪地从“长寿之
乡”谈起。他介绍，联合
国人口组织认可的长寿
标准是每 !""万人中百
岁老人数量 #$人，而如
皋 !%$万人口百岁老人
在 &'"位左右，是联合
国长寿标准的 &倍多。
“如皋人为什么能

长寿，奥秘在于良好的
生态环境。”姜书记说，
如皋是花木盆景之乡，
始于宋代，兴于明清，
“如派”盆景“云头雨足
美人腰”在全国七大流
派中独树一帜。目前，如
皋是华东地区最大的花
木盆景出口基地，种植
面积已达 &"万亩，种类
超过 !(""种。
“这些植物不仅是

天然氧吧，还是‘绿色银
行’。”上世纪末，如皋经
济实力在南通 '个县级
市中排名末位，被称为

“小六子”，是“苏中的苏北”。近十年，如皋
经济发展迅猛，综合实力跃居全国县域经
济基本竞争力百强第 (&位。难能可贵的
是，如皋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单位 )*+

能耗却从未超标。姜永华说：“我们一直在
求索一条环保、绿色的发展道路。”

强调生态经济发展，同时打造宜居的
生活环境，姜书记强调三个全覆盖：“首先
是污水处理全覆盖，目前如皋市 !%个乡镇
已全面建成污水处理厂；第二是垃圾处理
全覆盖，形成管护队伍实行划片分段包干
处置；第三是河道保洁全覆盖，加强入河、
沿江排污口规范化整治，高标准实施农村
河道疏浚整治工程，促进地表水质量持续
改善。“在如皋，长江水入户率达 ,-.以
上，我们希望通过生态环境建设，让百万如
皋人民喝上干净的长江水、呼吸清新的空
气，吃上放心的食物，享有宜居的环境。”
“从上海北到北上海，是如皋的发展目

标。”姜书记说，苏通大桥、崇启大桥、崇海
大桥、沪通铁路长江大桥连通后，有助如皋
进一步接轨上海，依托上海的辐射支撑加
速发展，“如皋力求打造宜居宜业的现代城
乡，长寿之乡、花木之都、生态之城，成为上
海的‘后花园’。” 本报记者 范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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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昔日的“穷窝窝”变成了如今的“首富
村”。在江苏如皋，就有这样一片神奇的土地。

漫步在顾庄村，常有种错觉不知何时走
进了植物园。移步间，一棵棵雀舌、榆椿、地
柏，一盆盆五针松、金钱松、罗汉松，千姿百态
地跃入眼帘。它们或呈跃龙式，腾云驾雾，或
苍劲式，古拙典雅，风格各异却不输奕奕神
采。走在顾庄 $公里的景观道路上，两侧绿树
成荫，拱牌楼、景观桥、知春桥、景观亭等颇具
江南园林风格的特色景观点缀其间。
“别看现在这里像花园村，以前可是和普

通农村没什么两样。”在顾庄生活了几十年的
村党支部书记明正奎犹记得当年家家户户门前
拉上几块竹篱笆，扎一扎围一围就算成了农家
庭院，“一个土坑两块砖，四根木柱支起来”垒起
来的土茅厕，一到夏天臭气熏人，冬天刺骨寒。

为了改变这一落后面貌，&""'年开始顾
庄进行了一番翻天覆地的旧貌换新颜大工
程。露天棚搭的土茅厕变成了现代都市的“生
态厕所”；横七竖八的竹篱笆，变成了统一的

农家庭院；就连农民的住房都按照“宜散则
散、宜聚则聚”的原则，改建成了气派的小洋
房，成为了村里一道独特的风景线。社会主义
新农村建设，在这里展示了一幅令人心动、引
发无限遐想的画面。
“玩花弄草”在顾庄是有传统的，国内独

树一帜的“云头雨足美人腰、左顾右盼两弯
半”如派盆景，便出自顾庄人之手。提到如派
的盆景艺术，花汉民是不得不提的人物。
“你们看过古代仕女图吗？如派盆景就是

那样的，讲究‘ 云头’、‘雨足’、‘美人腰’。每
个传统的如派作品都有 !"个枝片，其中较短
的阳片、较长的阴片还有背片都是各 (片，最
后还有一片称为顶片。”一说起和盆景有关的
话题，七十多岁的花汉民就来了精神。

虽然出身于普通农家，但花家祖孙三代
都酷爱花卉盆景。当年花老在自家责任田里
一边试着种花木，一边琢磨新的盆景剪扎技
艺，不少村民曾讥讽他“不务正业”。而令人惊
讶的是，他自创的“移山缩水”盆景，演化为一

张张国际请柬，欧美国家纷纷邀他讲授中国盆
景艺术，花汉民还是国务院特殊津贴获得者。

看到同样一棵树经花汉民摆弄成盆景，
就能增以数十倍价格卖到国外去发“洋财”，
顾庄轰动了，不少村民纷纷找上门来，拜师学
艺。“这下可热闹了，无论我走到哪，总有七八
个后生跟着，一口一个“师傅”地叫着，想不教
都不行呐。”

在花汉民的带领下，一堂堂盆景专业培训
课开到了顾庄家门口。“每季度开一班，连办 !"

多年，培训了花木能人 &"""多人次，村里 -""

多户人家没有一户落下的。”明正奎说，多年来，
全村共有 !'"多人取得中高级园艺师技术职
称，获评高级职称的就有 !&人。明支书说：
“这就相当于我们村出了 !&位农民教授啊！”

如今，顾庄的盆景已经远销日本、意大利
等 !" 多个国家，全村平均每天的交易量达
&"""万元，人均年收入超过 &万元。民富，村
美。顾庄之变，正是中国美丽乡村的一个缩影。
本报记者 梅璎迪 范洁 通讯员 钱钰璐

陆仁宗的萝卜缘!"#$

百姓梦

! ! ! !在长寿之乡如皋，白萝卜最出名。据说，
白萝卜也是如皋人长寿的“秘密武器”。

陆仁宗，今年 #(岁，虽然没有种过萝卜，
但与萝卜打了 $"多年交道。!,'!年，&!岁的
陆仁宗从部队转业回到如皋，就进入酱醋厂
工作。“如皋萝卜”知名度高，但当时还停留在
自产自销的原始阶段，农民收入十分有限。
“年成不好时，工厂周围总是围着大批农民，
等到深更半夜也卖不掉几斤。”

当地萝卜种植户的艰难令陆仁宗印象深
刻，他既为农民不平，更为萝卜惋惜，“这么辛
苦的劳作、这么优质的品种，我当时就立下志

向，要把如皋的长寿萝卜传承和壮大。”
这个梦想直到 !"年前才初现机遇。&""&

年，陆仁宗所在的供销合作社因经济困难面
临倒闭，他便四处设法筹措 -"万元将厂子盘
下，并承包了百亩农田种植萝卜。创业的首要

难题，就是如何突破加工和销售的瓶颈？一次
萝卜知识科普给了陆仁宗灵感。“根据研究，
萝卜肉以水分为主，萝卜皮却富含维生素等
营养成分，长期以来萝卜加工是皮肉不分家，
我就寻思着怎么从皮上做文章。”

于是，陆仁宗联合研发团队，首创萝卜皮
小食，并将其取名“咯嘣脆”。结果，“咯嘣脆”
在市场上一炮打响。陆仁宗再接再厉，又陆续
开发了 &"余种萝卜系列食品，不仅进入农工
商、上海食品一店等连锁超市，而且远销新加
坡、马来西亚、泰国等国家。

萝卜产品销得好，农田承包也在不断扩
大，目前陆仁宗已建起 $"""亩规模化的种植
基地。为了带动农民的种植积极性，陆仁宗对
基地农户实行萝卜包种包收，用高于市场价
%".的保护价收购，一旦遇到自然灾害，给予
每亩 &""元的补偿。“过去萝卜收购价是每
斤 '分钱，现在保护价是 !角 -分，农民的收
入涨了 &倍，他们用 &个月时间种萝卜，每亩
纯收入可达 &"""元。”
陆仁宗的梦想正在一步一步地实现，他被

评为全国百佳优秀农产品经纪人。他与东航签
订航空食品的订单，每年提供百万袋萝卜条作
为航空定点小菜，如皋的萝卜从此飞上了天。
“如皋是长寿之乡，百岁老人约 &'" 位。

从我小时候就有一句谚语，如皋萝卜赛雪
梨。”陆仁宗坚信，依托生态健康理念，如皋萝
卜飞上了天，“长寿之乡”的生态饮食文化也
将走向世界。 本报记者 范洁 梅璎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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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皋行

! 农家"植物园#曲径通幽 本报记者 楼文彪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