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捕蝇大王”胡锡林

! ! ! !最近各方都在热议中国经济升级版!

在浙江余姚"不管是市委领导"还是民营企

业家"谈得最多的还是生态文明升级版!

目前"各地在推动生态文明的建设中"

都相当注重以项目为主体的硬件建设"却

往往忽视了理念#制度#教育等软件建设"

而这恰恰是生态文明建设升级版的关键!

在余姚的乡村"河道水清鱼跃$在市区"道

路整洁干净" 孩子们会拽着手里的冰棒包

装纸直到丢进垃圾桶!

这些植根于教育#理念#制度的软件建

设"很大程度上维护着生态文明的可持续

发展! 如果说一个城市大项目#大规划是

血管构造" 那么这些软建设则是血管中

奔腾不息的血液! %软硬兼施&下的生态

文明将避免发展退回到%边污染边治理&

的老路上! 毕竟"%美丽中国&是中国梦的

重要一环!

采访札记!!! 生态文明也需升级版 ! 梅璎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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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姚行

" 如今姚江重现水清鱼跃的和谐环境

本报记者 张龙 摄

百百百里里里姚姚姚江江江重重重现现现碧碧碧波波波
—————————余余余姚姚姚“““母母母亲亲亲河河河”””姚姚姚江江江治治治理理理记记记

! ! ! !六十多岁的胡锡林，在余姚被誉为“捕蝇
王”。为了捕蝇，他发明的专利就不下 !""项，
有的还拿过金奖。他的产品曾在上海世博会场
馆广受欢迎，也被朋友送给过不堪苍蝇困扰的
美国总统奥巴马。有人说他为了捕蝇不务正
业，老胡却说，人要活得健康，就要远离苍蝇。
老胡是余姚市临山镇的一名私营企业主。

#"多年前，因为一次偶然事件，他和苍蝇结下
不解之“怨”。那是 $%%&年，胡锡林请上海一家
企业老总来考察，上海企业老总也愿意签一笔
&"万元的订单。但吃饭时却发生了意外。
原来，上海的老总在菜里吃到了一只硕大

的红头苍蝇，顿时将吃下去的饭菜全吐在桌

上。临走时，那位老总撂下一句话：“这种地方
我再也不来了。”就这样，因为一只苍蝇合作项
目泡了汤，老胡便与苍蝇结“怨”，他把工厂交
给了小舅子管理，自己大部分时间则用来研究
捕蝇器，一定要找到一个抓住苍蝇的好办法。
一开始，老胡用粘蝇纸、灭蝇灯，但他发现

苍蝇看起来简单，却很难彻底消灭干净。“它会
观察，会犹豫，特别是看到同类的尸体后就不
会容易靠近。”传统方法效果有限，只有初中文
化的老胡便从余姚图书馆捧来专业书籍，边学
边试验。
经过十年研究，他制作了全自动捕蝇器。

利用苍蝇贪食，趋光的特性，干净利落地活捉
它们。经上海市预防医学研究院测试，&"立方
米的密封房屋内，'($只苍蝇，&小时捕捉 '&)

只。全自动捕蝇器，无人值守、可 &*小时不停捕
捉，从而实现完全快速彻底解决苍蝇问题。这项
专利在 &+"!年中国国际专利与名牌博览会上
被评为金奖。然而，老胡捕蝇的脚步并没停止。
&""*年起，他组建了一支由 $""多名志愿者
加盟的义务捕蝇队行走各地。在山东，一位副
市长握着他的手说：“你真是个捕蝇大王啊！”

&"$"年上海世博会上，!名远道而来的土
耳其人找到了老胡，要拜师学习捕蝇本领。前
不久，老胡在网上看到美国总统奥巴马接受电
视采访时，不堪苍蝇袭扰挥手驱赶的画面，便
托人把两台环保捕蝇器转赠给了奥巴马。如
今，老胡的捕蝇系列产品已远销 &"多个国家
和地区。 本报记者 梅璎迪

! ! ! !“余姚是浙江省
历史文化名城，也是
闻名遐迩的山水城
市。四明山和龙泉
山、胜归山相峙而
立，姚江和最良江、
侯青江穿城而过，这
是老祖宗留给余姚
人民的宝贵资源，保
护好这秀丽山水和
生态环境，作为政府
责无旁贷！”余姚市
副市长韩柏顺开宗
明义。
改革开放以来，

余姚经济发展迅猛，
多年来一直位居全
国百强县市前列。经
济越发达，人民群众
对提升生活品质特
别是改善居住环境
的呼声越来越高，对
环境权益和健康权
益的维护也越来越
注重。“对于一个地
方来讲，如果生态环
境不好，即使经济再
发达、生活再富裕，
老百姓也是不会满
意、不会认可的。”韩

副市长说，我们绝不能再走“污染———
治理———再污染———再治理”的老路，必
须选择一条绿色发展之路。
“余姚连续四年荣膺‘中国最具幸

福感城市’称号，并获得‘中国幸福城
市最高荣誉大奖’。‘幸福’体现在哪
里？我觉得首先体现在余姚的山好水
好、宜居宜业。”谈到这个问题，韩副市
长说，余姚历届市委市政府都十分重
视生态文明建设，相继实施了落后产
能淘汰、重点污染行业整治、饮用水源
地保护等专项行动和生态绿化系列创
建，两年多来，累计关停废塑料加工、
粘土砖瓦窑、不锈钢熔炼、石棉制品、
铅酸蓄电池等污染企业 $"""余家，新
增平原绿化面积 &,-万亩，先后荣获
“国家园林城市”、“全球绿色城市”等
荣誉称号。“今年以来，针对重点区域、
重点行业存在的突出环境问题，我们
敢于揭丑、敢于亮剑，铁腕抓治污、铁
肠抓问责，启动实施了饮用水源保护、
河道水环境整治提升、重点行业整治
提升、杭州湾区域环境管理提升、大气
污染防治、农业面源污染整治等‘六大
工程’，以最大的力度、最严的措施推
进环保执法，全面提升余姚生态环境
质量。”韩副市长表示，余姚将通过实
施水环境综合治理三年行动计划，基
本消除劣五类水体，真正把余姚打造
成为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
美丽幸福之城。
“守住绿水青山，才有金山银山。

要把余姚建设成为宁波乃至长三角地
区城市群中的一颗璀璨明珠，坚持生
态先行是必然选择。生态，不仅是宜居
之本、发展之要，更是软实力、竞争
力。”韩副市长说。本报记者 梅璎迪

! ! ! !初秋，余姚姚江畔。秋风送来清新的空气，
夹杂着泥土花草散发的芬芳。眼前碧波荡漾，
两岸杨柳垂堤，绵延 -+'公里、穿城而过的姚
江，在阳光照射下泛着金色的光芒。
“山如碧浪翻江去，水似青天照眼明。唤取

仙人来此住，莫叫辛苦上层楼。”这是当年王安
石路过余姚时所写的《泊姚江》。发源于余姚市
大岚镇夏家岭龙角山的姚江，又称余姚江，流域
总面积 &%*+平方公里，是浙江省八大水系之
一，也是宁波饮用水的重要来源，有“宁波水缸”
之称。许多上了年纪的老余姚都记得，当年的
余姚江清澈见底，鲈鱼、河鳗、毛蟹、甲鱼、银丝
鱼等水产相当丰富，过江的渔船时常还会捕捞
些江鲜售卖，尤以野生螃蟹的味道最鲜美。

然而，到了上世纪 .+年代中期，随着姚江
两岸经济的发展，越来越多沿岸工厂把一根根
排污管伸向了姚江，江水开始变黑变臭。在姚
江边长大的宋鲁圣清晰地记得，那时江边电镀
厂、化纤厂、棒冰厂、饲料厂一家接一家，密密麻
麻的厂房、烟囱一路沿江而上。“小学的时候我

们都还在江里游泳，但到了 -%%!年以后就不能
往江里去了，沾了水，身上就会发红发痒”。

数据显示，-%%'年左右从余姚三江口到咸
池长达 %公里的水体，常年发黑发臭。每当启闸
泄洪，姚江全线遭受污染，三分之一水质属于超
'类水，三分之一属于 '类水。
姚江，是余姚的母亲河，也是宁波的水源

地。看着日益发黑发臭的姚江，老百姓们振臂疾
呼：“救救我们的母亲河！”当年，宁波市人大制
定并颁布了《宁波市余姚江水污染防治条例》，
这是我国首部专门针对一条江而立的地方性法
规，也是一把治理、保护姚江的“尚方宝剑”。

电镀、化纤、不锈钢酸洗都是沿江的主要污
染源。自 -%%'年起，余姚将这些污染企业或关停
并转，或整体搬迁至姚北小曹娥工业功能区，进
行高标准综合治理，从而彻底根治重金属对姚江
水体的影响，多年来已累计关停重污染企业 -#+

余家。同时，把位于姚江源头的四明山区作为生
态涵养保育区，在 **+平方公里的保护区域内，
建设人工湿地，往水库中放养水生鱼类及螺蛳，

种植空心菜，进行生态化改造，并限制或禁止工
业项目进入，有效减少了水源上游污染。
为解决生活污染问题，近年来余姚还实施了

城区和沿江乡镇生活污水收集、输送和集中处理
工程。余姚市生态办主任、环保局局长宋家国介
绍说，城市污水处理厂原计划建在城东，但为了
保护姚江，余姚宁可多投入几千万元，把城市污
水处理厂建在离城区 !+多公里远的小曹娥镇。
令人欣慰的是，原先因江水恶臭而搬离的

老住户们纷纷搬了回来。年近七旬的沈老伯年
轻时就住在姚江边的石灰桥一带，当年他居住
的临江房，如今经重新开发后已成为抢手的稀
缺商品。回到阔别 #+多年的姚江边，沈老伯每
天早晚都要到江边散步，他说：“真是看看惬意，
闻闻惬意，走走也惬意啊！”
从去年开始，余姚定期向姚江投放鲢鱼、草

鱼、鲤鱼等淡水鱼种几十万尾。当地渔业局还计
划投放河蟹、中华鳖、鲶鱼，恢复姚江原有的野
生种群。经过十多年不懈治水，如今姚江重现水
清鱼跃的和谐环境。 本报记者 梅璎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