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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近年来，国家大力
发展中医药事业，实行中西医并
重的方针治疗疾病，充分发挥中
医药在我国医药卫生事业中的作
用，对中药材种植也越来越重
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金寨县处于大别山腹地，
有其独特的种植中药材的自然条
件，历来有“西山药库”之称，
随着金寨天麻城、灵芝城等药用
菌大市场在全国影响力不断扩
大，产业链不断完善，与高校产
学研关系不断加强，政府对“西
山药库”建设投入加大，十大皖
药作为大别山区的战略新兴产
业，利用休闲旅游和大健康产业
发展机遇期，在扶贫路上做出更
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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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月 1日，金寨
县吴家店 镇竹
根 河 村江伟
宏、潘艳香
夫妻俩从
天 麻 麻
亮 就 开
始 不 停
歇 地 截
树枝、装
菌袋，装
锅 灭 菌 ，
平日宽敞的
庭 院 也 摆 得
满满当当，紧张
有序地忙碌着。老父
亲也在帮忙采收天麻，

“看看这块头和品相，亩产市价
5万多元不成问题哦。今年又是个好收成。”

“我都不好意思来打扰你们，正是采收、下
种的时辰！”金寨县金山寨食药用菌种植专业
合作社理事长杜方平带着我们到达江伟宏家
时，歉意地说。“看你说的，我们9年来忙乎得一
身劲，还不是得亏你带来的好事。”江伟宏一家
种植天麻5亩，预计今年收入可以达到25万多
元。

杜总已经建成30多处约120亩设施和林下
栽培种植天麻、灵芝、茯苓基地，年创产值1000

多万元，基地农户年均增收万元以上。像江伟
宏这样的天麻种植户，我们一路看了好几家，
杜总有时介绍情况，有时“丢”下我们让我们自
个欣赏山里风景，他却开车跑到山顶种植户那
送去菌种或去解决技术指导问题。天麻种植场
地有海拔高度要求，道地药材必须符合地理环
境要求。而像这样的“翻山越岭”，对于杜总来
说是“家常便饭”喽。“别说今天这样的风和日
丽，就是艰难的风雪严寒，如果需要，我们也是
风雨无阻地送到，不能耽误种植户的‘黄金种
植期’。”杜总最不堪回首的就是今年让人窒息
的春天。

2020年的春天因为新冠疫情，除了一线的
抗疫人员，全国人民都响应政府号召宅在家
里。可是，在金寨县盘山公路上，却常见一辆满
载菌种的皮卡车在崇山峻岭间负重前行。

自2月17日开始，这辆车前挡风玻璃上贴着
“疫情防控通行证”的墨绿色半旧皮卡，总是于
凌晨从桃岭乡三合小街出发，夜半而归，中间
往返数次，先后到达南溪、汤家汇、果子园等县
内种植天麻的地方，后随着疫情防控的减弱，
又去往河南及湖北一带，历时40多天，每天行
驶400公里以上，送出菌种30多万瓶，同时为群
众捎去汽柴油、手套、油锯链条、农药等春耕急
需品，解决了深山里许多农户春耕生产的燃眉
之急。

驾驶皮卡车的人，就是杜方平理事长，一
位与食(药)用菌种打了30年交道的人，一位靠
刻苦好学、敢想敢干成了大山里第一批先富起
来的人，一位让“十大皖药”灵芝、茯苓、天麻等
食药用菌走进千家万户的人，一位省十二届、
十三届人大代表、劳动模范、国家科协科普惠
农兴村带头人、科技部优秀科技特派员巡讲
员，更是一位圆了山里农民脱贫发家之梦、让
致富之花开遍家乡山山岭岭的人。

憋着一股劲，就想改变家庭贫穷

1966年，杜方平出生在金寨县桃岭乡龙潭
村，一个集库区、高寒山区、贫困地区于一体的
偏远村。修建梅山水库，他家从山脚移民到山
顶，一分田地没有，只能在山头上种植蚕桑、茶
叶、板栗，山场有限，产量也有限，他们一直生
活在贫困的梦魇之中。

8岁那年，他患肾炎无钱医治，水肿到不能
走路，母亲就按当地中医给出的偏方，天天用
茅草根、棉花秸秆、玉米须煎水给他喝，坚持两
个多月辅助于无盐饮食，居然奇迹般地痊愈
了。自此，他对山上那些神奇的草药产生了浓
厚的兴趣，并学会了上山找鱼腥草、夏枯球、苍
术、野茯苓、天麻等中药材变卖后贴补家用。可
是，这点小小的努力，并不能改变当时贫穷的
现状。14岁那一年，中考预选后，因为家里实在
拿不出一点米给他带到学校，也拿不出钱支持
他参加中考，杜方平辍学了。

作为家里6个兄弟姊妹中的老大，辍学后
的杜方平帮助父母养猪，养羊，养牛……尽力
承担着家里的辛劳。他憋着一股劲，想改变家
庭贫穷的境地，可是，猪养多了，没饲料喂；羊
养着养着，得大肚子病胀死了；牛在山上放着，
也有失足的时候，摔死了……十几岁的少年在
苦难中探索跋涉，寻求一条摆脱贫穷、走向富
裕的生存之路。

1984年，安徽大学微生物系讲师徐天慧来
双河三合中学进行农业科技培训，讲解食用菌

栽培技术，本就聪
明 好 学 的 杜方

平 听 说 后 去
听 了 一 个
星 期 的
课，入了
食 用 菌
种 植 的
门 。后
来，他听
说 县 城

梅山举办
食用菌种植

培训班，他又
去报名听课。
“那时候，山里

交通不发达，从住家桃
岭关山去梅山只能坐班船，可

是因为听课经常误了回家的班次，又没钱租
私家小船，就从梅山大青峰岭到村里二里多
宽的河面，靠游泳泅渡过去，然后沿着河岸
爬一个多小时的坡坡坎坎回家。”事隔30多
年，杜方平提起这段往事，神情里依然带有
少年老成的坚毅：不拼怎么行？一大家人要
吃饱饭，靠生存下去的欲望支撑啊！

掌握了菌菇栽培技术的杜方平，开始带
着家人种菌 菇 。别 人家过 年 聚会打 牌 拉家
常，他们家截树枝、做种菌、卖菇子。菌菇栽
培 果 然是一项短 平 快 的 产业，从种植到售
卖，两个月就有了收益，家里生活日渐有了
起色。

“我那个时候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并
不满足菌菇栽培，我要学习菌种生产知识，这
样就可以避免买到质量不合格的菌种而影响
一季的收成。”于是，他步行20多公里，找到
双河供销社菌种厂，边打工边学习。不怕苦和
累，加上严师出高徒，不久，他就全面掌握菌
种制作技术，回家开办起自己的菌种厂。

菌种厂的起步阶段，实在简陋。没有瓶子，
就找左邻右舍要盐水瓶、酒瓶，然后用村里种
的小麦、玉米和稻草粉碎的面组成配方，又跑
去高校安大买试管自己扩繁原种；没有超净
台，也没有高压锅，就把瓶
子放饭甑子里蒸；没
有接种环境，就
用箱子挖几
个 洞 ，然
后 把 手
伸 进
去

……
夫妻
俩同
心 协
力，生
产出一
瓶 瓶 没
有 统 一 规
格 的 菌种，出
售后，却像宝贝送
人一样，总会找机会去看
一看。那时候没有电话，他们就记
下购买者的地址、姓名，还有数量，然后怀揣一
张金寨地图，逐个走访，“金寨的沟沟坎坎，我
都去过，现在我就是‘金寨的活地图’。”

1997年，在菌种初步打开销路之后，为了
便于生产和销售，他们在梅山大青峰岭租下两
间平房，开始专业制菌生涯。功夫不负有心人，
多年的细心研究和经验积累，他们生产的菌种
出菇率高，四里八乡的种植户都爱到他这里买
菌种，菌种厂的生意开始红火起来。

个人家庭先富起来了，在妻子王荣清的协
助下，杜方平开始去做更多的事，帮助更多的
家庭走出困境。

当上天麻科技特派员，给农民争口气

11月1日，我们专程来到坐落在桃岭乡三合
街中心的金山寨菌种厂，这里是原废旧厂址改
造的，一溜排厂房里，拌料、装瓶、灭菌、冷却、
接种、养菌等等三十几个车间，具备年产菌种
300万瓶的能力，解决贫困户60多人就业，菌种
远销河南、湖北、贵州、四川等全国20多个食
(药 )用菌种植区。二楼规范化的实验室摆放
着各种仪器、试剂、药品，“科技是第一生产
力，有条件改善，再也不那么寒酸啦！”

1 9 99年，国家科技部在金寨实施科技扶
贫攻坚项目，中国天麻之父徐景堂的得意门
生———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药用植物研究所
教授王秋颖作为青年志愿者科技扶贫支援金
寨，“我遇到了人生当中的‘大贵人’，他帮我
打开了天麻、灵芝和茯苓等药用菌野生培育
的科技之窗，我也进入人生第二大转折点。”

当时，本就对中草药有一定情感，对天
麻、灵芝和茯苓种植有一定知识的杜方平
如饥似渴、求学心切，每每遇到栽培上的
困难和解不开的难题，就请教王秋颖老
师。即便王老师回到北京，他也要在北
京上学的弟弟设法联系王教授，给他答
疑解惑。王老师不厌其烦地给予无偿
指导。等他们来金寨实施科技扶贫项
目的时候，杜方平有幸成为当地的
技术员了。

“比如安徽大学生命科学院沈
业寿教授来金寨金刚台、悬剑山、
水竹坪等地收集野生蜜环菌和萌
发菌，研究野生天麻的生长习性，
作为技术员，我全程陪同，借机又
学到更多天麻、灵芝、茯苓方面
的栽培技术。我们现在已经是科
研与实践合作伙伴了。”

当时，原科委科技扶贫办给
杜方平开了一张介绍信，介绍
他以天 麻技术员 的 身份去 长
岭、天堂寨、汤家汇、燕子河4乡
镇的2 00多个贫困户家里实地
考察了解天麻种植立地条件，
然后形成报告反馈给国家科委
扶贫办；杜方平再通过数百场
讲座通俗易懂地把技术分享给
种植户。

让农民兄弟笑靥如花，
过上幸福生活

在杜方平简朴的办公室的
墙 面 上 ，除 了 悬 挂 着 奖 励 荣
誉、龙头企业牌子、国家及省人
大代表大会合影、各级领导视
察企业和基地的图片外，最显
眼的就是“扶贫图”，标示着本
县各个乡镇村要“亲临”的地方。

汤家汇镇占山村陶元平等 10

多个贫困户的天麻基地在海拔近
1 0 0 0多米的金刚台上，那些高海
拔的山林里，也是野生天麻、灵芝

生长的适宜之地，每发
现一处，他就拿出

海拔表、本子
和笔，及时
记 录 当
地 的 高
度 、湿
度、朝
向 及
土 壤
结 构 ，
再回来
进 行 研

究 ，先 后
培 育 出“ 金

红 天 麻 ”、“金
绿天麻”两大适合

本 土 种 植 的 优 质 品
种。他主持的“永久性地下

通道式工厂化天麻栽培技术研究”，
通过省级专家鉴定；他申报的“室内养菌
种植天麻方法”、“利用梢头枝桠种植天麻
方法”、“防虫菌种生产方法”和“利用流质
体替代土壤种植灵芝的方法”4个发明专利
先后被国家知识产权局授权……2015年安
徽省获得国家天麻、灵芝、茯苓、丹皮和半
夏5个品种的稀缺中药材种苗基地建设的
机会，他的金山寨合作社就扛回了天麻、灵
芝和茯苓三个国家级种子基地的招牌。

30几年里，他不仅把他们生产的食药
用菌种销售到大山里的农户家里，也将科
学技术送到农户手里，年年都有好收成，
让他们也笑靥如花，过上幸福的生活。

在当地政府的支持下，杜方平在金山
寨食(药)菌种厂的基础上，成立金寨县金
山寨食(药)用菌种植专业合作社，带动食
药用菌种植户500多家，当地近百人有了
劳动就业的地方。

走 进 生 产 车 间 ，装 袋 ，灭 菌 ，接
种……就近就业的村民们，熟练地忙碌
着。“我是附近赵院村人，早上骑车20分
钟来到厂里，下午5点前回家，一天接种
1 0 0 0 多瓶，每月可以拿到 3 0 0 0 元左
右。”吴章菊笑眯眯地说。

下午 4点 3 0分，吴玉莲就结束工
作去学校接孩子了，“我在这儿上班，
拿钱、照顾孩子，两不误。”

“她们大多是上有老下有小，要
照顾家庭，我们设计的工作流程，完
全按照员工时间，并且多劳多得。”
杜总的贤内助王荣清忙碌在生产
一线，憨厚地表述道。

一枝独秀不成景，满园花开
才是春。杜方平就是希望越来
越多的农民，不仅仅是脱贫，
而是过上更加美好的日子。

原本饱经忧患的贫瘠土
地上，曾经开不出富裕的花
朵，为了让广大山区农民笑
靥如花，一些另辟蹊径的
产业带头人，在国家政策
扶持下，在 政 府 各 部 门
的 大 力支持下，挺身而
出，痴心不改，带领父老
乡亲奋进在全面奔小
康的道路上。

建筑是富有生命的所在，是凝固的诗、立体的画、贴地的音符，每一个建筑都在穿行的岁月
里留下沧桑的故事。
鬼斧神工的古建筑彰显着传统文化的无限精神张力，而绚丽多姿的传统文化又赋予建筑艺术

无穷的创作灵感，历经岁月洗礼仍让人叹为观止！
一系列艺术精湛、风格独特的建筑，在世界建筑史上独树一帜，是我国古代灿烂文化的重要

组成部分。它们像一部部石刻的史书，让我们重温着祖国的历史文化，激发起我们的爱国热情和
民族自信心，同时它也是一种可供人观赏的艺术，给人以美的享受。而这其中功不可没的是风格
独特又有灵气神韵的古建筑材料。

踏着金秋十月的余晖，我们来到霍山县经
济开发区采访一家建材企业——— 安徽龙钰徽派
古建工艺制品有限公司的老总，程晋扩，这个名
字很奇特，他的事业发展也很有故事，他的家乡
情结更是浓郁深厚。

(一)

程晋扩是60后，寿县杨庙人，1981年高中毕
业，回家务农几年，想着出去闯闯吧，不能趴在
地里刨食吃，就跟着南下大军来到福建福州一
个瓷器厂，从最底层的泥匠、搬运开始，狠命
学习技术，接着管理岗位、运营销售跑市场，
苦活累活技术活统统顶着压力干了学了，本
领与市场把握住了，走南闯北，见识心胸视
野打开了，对自己有了信心。做了7年技术
厂长之后，他决定独立做自己的产业，闯到
山东、河北等地开辟自己的实体瓷器生产
制造厂。

徽派建筑是中国古建筑最重要的流
派之一，它的工艺特征和造型风格主要
体现在民居、祠庙、牌坊和园林等建筑
实物中。它集徽州山川风景之灵气，融
风俗文化之精华，风格独特，结构严谨，
雕镂精湛，不论是村镇规划构思，还是
平面及空间处理、建筑雕刻艺术的综合
运用都充分体现出鲜明的地方特色。
它在总体布局上，依山就势，构思精
巧，自然得体；在平面布局上规模灵
活，变幻无穷；在空间结构和利用上，
造型丰富，讲究韵律美，以马头墙、小
青瓦最有特色；在建筑雕刻艺术的综
合运用上，融石雕、木雕、砖雕为一体，
显得富丽堂皇。随着文化自信的回归，
徽派建筑越来越得到国人的认可。

“我醉心于我们国家传统的建筑
文化，烧制瓷器与煅造古建材异曲同
工，尤其是在建材中融入中国元素，这
符合国家提出的‘城乡建设要多多融
入中国传统文化元素’理念。徽派建筑
真正体现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他给
我们看了很多中国各地的名楼名镇名
园民居，许多知名建筑企业都在使用他
们的古建产品。

(二)

为什么要回到家乡来发展？“看重家
乡的人气和服务，看重家乡独特的资
源。”霍山县优越的地理位置、便捷的交
通以及储量丰富的古建陶瓷原料，为烧制
古建产品提供了得天独厚的先决条件。

程晋扩原来的厂建在山东、河北，2015

年来到霍山，是该县县委宣传部招商引资
企业。当时霍山的兆峰瓷业破产，遗留下来
的场地和设备经过他的盘活，重新焕发生
机。全厂占地面积200多亩，现在企业用工
350多人，其中技术科研团队50余人，成熟的
营销服务团队20多人，拥有6条国内古建行业
规模宏大、设备先进的现代化辊道窑炉生产
线，日总产量达到40000多立方米，月产值达
1300余万元，年销售额超过1 . 3亿元。

“我们这里的土壤含有独特的古砖瓦必
需的元素，就像宜兴陶瓷要用紫砂一样，离
开这些，砖瓦的质量就达不到那么高的标
准。我很自豪地说，到目前为止，我们没有挖
过家乡一个山丘，我们使用的都是本地建筑
企业废弃的土石，经过我们的科学技术自然处
理，生产出质量过硬的古建产品。为了环保达
标，我去年投入500多万元用于环保技术改造。”

山东临沂师傅陶天逸正在等着装车拉货，“我
基本上每月都要来几趟，我们山东现在与程老板合
作的建筑企业还蛮多的。”

“我从山东建厂起家，现在回到家乡办厂，以可靠的
产品质量、合理的产品价格、优质的售后服务，赢得了老
客户新朋友的信赖。跟绿城、绿地、蓝城、融创、万科等国内
中式建筑的龙头企业进行广泛的战略合作，并得到一致好
评。还有就是我们公司专业生产各种规格古建青瓦、勾头、

滴水瓦、脊瓦、青砖、古建面砖、大小古建地砖及
各种仿古建筑配件，是国内唯一一家产品覆盖屋
面、墙面、地面等全方位专业性的古建材料生产
厂商。”程晋扩丝毫不掩饰自豪感和高度自信。

在场区大院里，“躺”着很多砖雕，龙凤、仙
鹤、麒麟、松竹梅兰菊……不同形状、不同图案，
精美灵动形象，惹得我们的摄影记者不停地拍
摄。

“徽派古建筑以砖、木、石为原料，显得格外
古朴典雅、浑厚潇洒。砖雕大多镶嵌在门罩、窗
楣、照壁上，在大块青砖上雕刻着生动逼真的象
征吉祥的龙凤、仙鹤、麒麟、祥云、八宝、博古和山
水风景、人物故事等，题材有传统戏曲、民间故
事、神话传说和渔、樵、耕、读、宴饮、品茗、出行、

乐舞等生活场景。”与古建建材打交道近20年，对传统古建文
化也是行家啦，程总边带我们参观，边娓娓道来。

中国古代建筑的独特之处，正在于把哲学想象与历史文
脉融入砖石之中，使建筑成为文化传承的视觉象征。城市建
筑从来都不只是砖瓦的堆砌，而是记录着不同时代的阴晴圆
缺、悲欢离合。“我们在保持原有传统文化特点的同时，要研
究符合现代特性的元素嵌入。”

比如青砖、红砖、花纹砖系列产品，粘土中含有铁，烧制过
程中完全氧化时生成三氧化二铁呈红色，即最常用的红砖；而
如果在烧制过程中加水冷却，使粘土中的铁不完全氧化而生成
低价铁则呈青色，即青砖，具有密度强、抗冻性好、不变形不变
色的特点。黑白灰青砖采用自然原土无氧烧制，以水为灵，以火
为刚，五行相合，居家冬暖夏凉、养生环保；青砖中含有微量的
硫磺元素可杀菌、平衡装修中的甲醛等不利人体的化学气体，
保持室内空气湿度，综合透气性、吸水性、抗氧化、净化空气等
特点，成为现代设计师极力举荐的产品之一。

(三)

暖暖的制瓦车间流水线上，来自霍山县与儿街鸟观咀村
洪雪菊、指封山村刘伦莲、叶其根，正在娴熟有序地从一线窑
炉分选下瓦、堆瓦，他们都是贫困家庭，之前在家务农，上有
老下有小，现在月收入都在4000元左右。“不同岗位，按劳计
酬，多劳多得。家门口就业，还能照顾家庭，中午公司还有午
餐，我很满足了。”

我们来到宽阔的特型手工制作车间，程总介绍道：“这是
飞檐翘角，是中国建筑民族风格的重要表现之一。你看这是
大龙，这是走兽又称小兽，屋顶檐角所用装饰物，排列顺序为
龙、凤、狮子、天马、海马、押鱼、狻猊、獬豸、斗牛、行什，多为
有象征意义的传说中的异兽，增添了建筑物向上的动感，层
层叠叠的飞檐营造出壮观的气势和飞动轻快的韵味。”因为
特殊构件，这条生产线一般集中批次生产，此工序员工也是
技术工人，一般月工资都在1万元以上哦。

公 司 通 过 不 断
的科学技术创新、发
展和扩大，现已在全
国包括技术、产量、
质量、销售各方面处
于突出地位。已经成
为该县纳税大户，位
列 前 十 。2 0 1 8 年 、
2 0 1 9年公司纳税额
为453万多元、416万
多元。工人月工资平
均在5000元左右。公
司积极参加百企帮
百村、救助贫困大学
生、新冠肺炎疫情防
控捐助、贫困村对接
扶助等等，主动扛起
社会担当。

把民族文化镶嵌在古建上
本报记者 徐缓/文 王丽/图

古建研究专家李拯撰文表述：随着城
市快速发展，一些地方罔顾城市的文化传承，导
致城市建筑乱象横生，而城市记忆则在推土机下化
为瓦砾，城市文脉出现断层。这种建筑与文化越来越远，
与浮华越来越近；与传统越来越远，与“山寨”越来越近。
现代化固然伴随着工业轰鸣与都市气息，但那并不意

味着城市只能是坚硬的钢铁水泥森林。城市建筑既是对空间
的折叠，更是对历史的延续，如果斩断了历史文化脐带，就只
能在所谓的审美世界里无所适从地流浪。
城市是一个民族文化和情感记忆的载体，历史文化是城
市魅力之关键。我们不能以为高楼大厦越多，就越是现代
化；更不能以“现代化”的名义，将凝固着历史记忆的城市
建筑拆除，做出“拆真古迹、建假古董”之类的蠢事。建筑
也是富有生命的所在，是凝固的诗、立体的画、贴地
的音符，每一个建筑都在穿行的岁月里留下沧桑
的故事。
我们都是文化的继承者，也是续
写者。

采 访 后 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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