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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沈佳慧 通讯员周碧
辉、胡力报道 清晨6点，杭州
六和塔的飞檐还隐在薄雾里，牡
丹园里已传出窸窣的脚步声。
钱江管理处园林养护中心主任、
傅强牡丹芍药栽培养护技能大
师工作室领衔人傅强蹲在一株

“洛阳红”旁，手掌悬在叶片上

方，好像一个老中医在号脉。“叶
片发涩了，得再补一次肥。”他自
言自语，顺手熟练地翻动土壤
——这样的动作，他重复了近20
年。南方的梅雨季总是缠绵，雨
水很多，也让北方的牡丹“水土
不服”。但傅强硬是在这片烟雨
朦胧中，种出了一片铿锵傲骨。

从三年看盆到满园春色

“在杭州种牡丹，一年看花，
两年看叶，三年看盆。”这句顺口
溜曾让无数江南牡丹种植者破
防。最开始的时候，园内的牡丹
成活率不足40%，有人劝傅强放
弃：“牡丹是北方的花，何必强
求？”他偏不信邪：“花和人一样，
总能适应环境。”

凭着一股倔劲，傅强带领团
队如同沙中淘金一般，从200多
个品种中层层筛选出近百个“抗
逆战士”进行培育，就此开启了
一场横跨生态适应、性状改良的

“植物引种驯化实验”。
近20年的钻研与实践，让

傅强练就了一手令人称奇的
“花诊”绝活。他只需观察叶片
的卷曲程度，便能知晓根系的
生长状况；根据花瓣的舒展速
度，便能提前预判花期的长
短。针对梅雨季的灰霉病、根
腐病等，他采取栽种前土壤消
毒、植株杀菌，种植后灌根杀
菌，展叶后喷洒杀菌剂进行防
控。目前，六和塔地栽牡丹面
积约 3000 平方米，成活率从

40%跃升至85%。

把牡丹当国宝养

牡丹不会说话，但每一片叶
子都是它的“日记”。傅强从

“凭经验种花”转向“用科学养
花”，在常人看来的习以为常，
在他眼里是牡丹用植物语言写
的求救信号。每一株牡丹的档
案，都清晰地记在他的脑子里。

技术狂人的另一面，是近乎
偏执的“笨功夫”。为攻克紫斑
牡丹的驯化难题，他曾连续3个
月蹲守苗圃，寻找地域差所涉及
的养护难点，调整养护技术，填
补了杭州地区无西北牡丹种源
的空白，让娇贵的紫斑牡丹也能
在“异乡”扎根。

日积月累，他的手开始长满
老茧。翻土、修剪、嫁接……他
一直亲手操作关键步骤。连徒
弟都打趣他，“师父这是把牡丹
当国宝养啊！”

千年牡丹绽放于市井烟火

在傅强看来，牡丹不该锁在
皇家园林里，而更应该走入市井
巷陌。牡丹不仅仅是一种花，更

是一个文化符号，千百年来它的
内涵早已超越植物本身。

从2018年开始，六和塔连
续举办“跟着大师赏牡丹”活
动。傅强带领工作室成员给广
大牡丹爱好者解疑答惑，热情讲
解如何鉴赏牡丹、杭州地区牡丹
栽培养护的注意事项等。此刻
的他不像专家，倒像街头巷尾的
热情花匠。

“我一个人能种多少花？得
让更多人爱上牡丹。”在傅强的
工作室里，现有7名高学历、高
职称的成员，具有丰富的牡丹
种植与养护经验，并多次举办
牡丹栽培与养护知识讲座，受
到同行、市民的关注与参与，进
一步推广普及牡丹相关专业知
识，提升六和塔牡丹的影响力。

在今年的六和塔牡丹展上，
一位母亲正教孩子辨认牡丹品
种；在江边，一位老人站在牡丹
前写生；在百年牡丹“香玉”前，
年轻情侣正在拍照……看着自
己种植的牡丹引来无数游客打
卡，傅强欣慰地说：“你看，牡丹
不再是什么‘国色天香’，它就在
我们生活中。”

通讯员张雯雯报道 宁波江
北慈城古镇的民生路上，有一处

“拾遗”文史的地方，每到周末就
变得格外热闹，研究慈城历史文
化的各路专家围坐于此，一起交
流探讨。店主周文海热情招呼
着，将精心淘来的“宝贝”慷慨送
给大家，并乐此不疲地在由数吨
旧书堆砌而成的“书山”中，为专
家们翻找所需资料。

“这些别人不要的‘垃圾’，
在我眼里都是宝！”周文海从事
文玩收藏30多年，尤其喜欢收
藏慈城（旧时慈溪县）文史方面
的书籍。他戏称自己为“破烂
王”，却无形中抢救了百万册旧
书。

“破烂堆”中抢救历史

周文海今年60多岁但精神
矍铄，虽为商人却没有市井气
息，谈及往事时常手舞足蹈、绘
声绘色叙述。“我从小在慈城长

大，爸爸和奶奶都是古玩商人。”
他回忆说，小时候最喜欢翻阅店
里关于慈城的文史书籍，耳濡目
染间，对慈城历史的热爱根植于
心。

2011年，父亲离世后，他毅
然从杭州回到家乡，在父亲当年
开店的老地方挂起“江北文史拾
遗斋”的招牌，从此与旧书故纸
为伴。

店内只有几平方米，但书架
上、地上，各类古籍善本、旧书图
画堆得满满当当，仿佛一座微型
文史图书馆。

改革开放后，慈城历经拆迁
变迁，许多家庭将老物件廉价处
理。族谱账本、信札地契、课本
笔记……这些被时代扬弃的碎
片，周文海却视若珍宝，他开着
卡车穿梭于断壁残垣间，以“破
烂王”的姿态抢救下 11 吨故
纸，他说，“这些资料若进了废
品站，可就很难找回来了。”

30年来，周文海在宁波、杭
州、绍兴、舟山、南京等地四处奔
波，经常去古玩市场“淘宝”，到
造纸厂中转站进行抢救性回收，
常常一收就是数吨，用集装箱载
回。

最令他自豪的“战利品”，是
一份民国时期慈湖中学的师生通
讯录，这是他在杭州古玩市场“淘
宝”时偶然发现的，上面记录着
350多位师生的信息。卖家开价
80元，买主还价50元，最终因30
元差价交易告吹。待卖家放下物
件，周文海几乎是扑上去将其收
入怀中。后来拿给学校一看，大
家直呼“实为珍贵”。

凭借这种敏锐感，他从废品
站、拆迁区淘得百万册旧书。一
进他的“藏书库”，就能看到好几
块写有“慈城文物·古迹”字样的
板子，是慈城各地景点修复时的
影像记录。

再往里走，别有一番天地，
堆放着3吨多的旧书。但周文
海却摇摇手，轻描淡写地说：“这
些不算多，我几天就能收拾完，
有时候从一户人家就能收来好
几吨书。但是整理书非常累，要
一本一本按年排列。”接着，他自
豪地介绍起藏书来：“清朝末年6
张一套的宁波地图、1910年左
右的新江桥照片、宁波中山路的
旧照、写慈城年糕文化的书、研
究王阳明的著作……各种各样
的书都有。”

成为“民间档案馆”

周末，慈城文史研究团队常
常光顾周文海的小店，其中不乏
90多岁的老专家。大家围坐一

堂，讨论冯氏家族往事，考证慈
城状元为官的经历。

周文海准备好茶水和凳子
默默听着，争论不休时，为他们
提供老照片、老资料作为佐证，
并且分文不取。上世纪60年代
女民兵在清道观打靶的老照
片、钱罕题写书名的慈溪县立
中学校刊、冯宅修复前的影像
记录……他总能从“破烂堆”里
变戏法般寻得，“他们写文章要
实事求是，而我有这些老东西，
刚好互补！”

随着时间的推移，这家小店
逐渐成为宁波文史专家和爱好者
的“民间档案馆”，周文海与这些
志同道合的人成了莫逆之交，甚
至北京、上海等地的学者也前来
联系，让他帮忙寻找合适的古籍。

周文海的书架对所有人敞
开。游客若对慈城历史感兴趣，
他随手便赠出藏书，笑着说：“送
你的，可以多住几天，看看真正
的慈城！”

2015年，他参与浙江电视
台《1818黄金眼》栏目的“彩虹
计划”，为仙居县的小学捐赠
300 册课外读物。此外，抱珠
楼、聚宽书院等慈城的文化地
标，也都曾收到过他一批又一批
的珍贵藏书。此外，他还积极参
加各类收藏展览活动。10余年
间，他已经无偿捐赠各类书籍上
万册。

亲手打造戏曲胜地

2016年，慈城镇相关部门
找到周文海，想让他创办一个工
作室，用来藏书与进行文化交
流。

在寻找过程中，周文海意外
发现，同族人、一代京剧大师周
信芳的故居竟然离他家不远，这
让他觉得特别有缘。于是，他花
了好几年时间重新打造故居，里
面的物品陈设、环境布置，他都
亲力亲为。

走进如今焕然一新的故居，
可以看到大量周信芳相关书籍、
照片等珍贵资料，周信芳相关收
藏总数已超过2000件。

故居迎来了一拨又一拨的
客人。从周信芳的后人，到梅花
奖获得者，再到中国戏剧家协会
的诸多名家，这些年，周文海接
待的人数累计已超千人次，每一
次接待，他都投入十足的热情，
让访客尽兴而归。

周文海表示，目前他正在积
极筹备新的图书馆，以更好地保
存这些古籍善本。另外，他业余
时间还颇喜爱玩短视频，记录下
自己收书的日常，并分享那些难
得一见的珍贵图书，“我虽然拍
得不太好，但得让年轻人看到这
些宝贝。”

近期，他还在故居内精心策
划了一场“戏曲小人书展”，并准
备了书签、印章等文创周边，让
年轻一代更好感受历史的温
度。“慈城文化底蕴深厚，一辈子
都挖掘不完。我保护这些老书，
就是在保护慈城！”作为土生土
长的慈城人，周文海对这块土地
怀着深厚的情感。

30年来，他在“破烂堆”里
“淘金”，守护着无价的文化瑰
宝，嘴上说着“待价而沽”，心中
却满是“怜香惜玉”，每一步都未
曾与历史、文化远离。

日前，温岭市箬横镇的新鑫食药用菌基地6号智
慧菇菌舱内，3名工人手持剪刀，正有序采收平菇。

该基地采用食用菌工厂化标准化周年高产高效
生产技术、“隧道发酵”技术，将用于种植平菇的传统
平躺式菇床改造为“窗格子”式菇床，并在智慧舱内，
通过数据分析系统实现温度、湿度、光照、二氧化碳
浓度等种植参数动态调整，使平菇在产量、口感、品
相上实现质的飞跃。目前，该基地平菇销往宁波、温
州等地。

通讯员孙金标、江文辉 摄

别让夜校沦为
割韭菜的代名词

“白天上班、晚上学艺”，近年来，全国多地夜校凭

借超低的价格、丰富的课程，成为不少职工利用“夜”余

时间为自己“充电”的不二选择。

夜校火爆的同时，也衍生出课程收费乱、内容质量

不高等乱象。比如，一些夜校用低价引流之后，实际上

课程质量堪忧；甚至还有的机构只是招生中介，根本不

做培训，学员报课后发现问题，却又维权困难。

新闻链接

夜校不能不务正“夜”
张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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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校是成人短期培训典
型，随着其兴起，吸引大量青
年人报名学习，本身是一件非
常好的事情。夜校收费低、课
程种类多，充分满足了当下那
些想要多学一门“手艺”的年
轻人的多元化学习需求，还丰
富了年轻人的业余生活，缓解
了工作压力，拓展了兴趣爱
好，扩大了朋友圈。

但是，一些受到职工群众
追捧的夜校却偏离美好的初
心，越来越不务正“夜”：服务
严重缩水、师资力量薄弱、教
学内容空洞、课程质量良莠不
齐，甚至有的夜校与机构合
作，只是充当引流工具的招生
中介等。毫无疑问，夜校出现
这些乱象，直接严重损害了学
员的切身利益，践踏了广大职
工群众对夜校的信任，浪费了
夜校的教育资源，客观上还抹
黑了夜校这一原本充满正能
量的全新学习形式。长此以
往，好事将会变成坏事，夜校
恐将沦为不良商家割韭菜的
代名词。

夜校野蛮生长，乱象丛
生，归根结底是监管滞后，特
别是非官方组织的“野生夜
校”缺乏正规、正向发展的
监管机制，才给了“野生夜
校”经营者可乘之机。夜校
不 是“ 野 校 ”，不 能 不 务 正

“夜”。让夜校回归初心，真
正成为广大职工群众的“加
油站”，成为年轻人信任的
学习平台，为他们“搭台赋

能”，关键是监管规范需要
及时跟进。

首先要持续做大做强资
源盘子，满足更多年轻人的多
元化学习需求。这需要各相
关职能部门协同发力，形成合
力，盘活公共文化、教育资源，
强化资源整合，优化资源配
置，增加资源供给，丰富课程
设置，提高课程质量等，不仅
让更多职工群众可以进入夜
校学习，还要让大家在夜校真
的能学到东西。

其次是要立规矩、定标
准。这需要尽快出台相关监
管制度，制定行业规范和标
准，理顺监管机制，明确监管
部门，严格准入门槛，清晰收
费标准，畅通维权渠道，促进

“野生夜校”规范发展。同时，
监管部门要加大对“野生夜
校”的监管力度，严格审查夜
校的办学资质、师资条件、教
学场地等，以及出台黑白名单
制度，方便职工群众选择正规
夜校，尤其是对涉嫌虚假宣
传、侵犯学员权益等违法违规
行为的，依法严惩，绝不姑息，
让“野生夜校”背后的牟利者
付出沉重代价。

总而言之，夜校作为一种
广受欢迎的学习平台，有着广
阔的发展前景和积极的社会
意义，决不能放任夜校不务正

“夜”，决不允许少数不良商家
的逐利行为毁了夜校这一充
满希望的学习载体，莫让好事
变成坏事。

工报时评

谨防“假夜校”伤了求知热情
余明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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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
夜校最重要的作用是在全国
范围内进行扫盲。如今，这
个带有年代感的名字正成为
职工群众间的流行词，为他
们提供了精进工作技能、丰
富业余生活、开拓副业的新
选择。

然而，当“夜校热”这股
清流逐渐汇聚成潮时，一些
商业机构也瞅准了这块“肥
肉”，打着夜校的旗号，干起
了坑蒙拐骗的勾当。例如，
有的机构以低价为幌子招揽
学员，课程内容却粗制滥造，
师资质量也参差不齐；再如，
有的“夜校”实为中介，挂羊
头卖狗肉，干起了转卖学员
信息的勾当……这些“假夜
校”严重侵犯了消费者的合
法权益，也伤害了年轻人业
余充电的热情。而且，当越
来越多的人因为害怕被骗而
对夜校望而却步时，那些真
正用心办夜校的机构也会因
此受到牵连，这不利于行业
的长期健康发展。

压缩“假夜校”的生存空
间，相关部门应当加强监管，
明确准入门槛，建立健全审
批机制，对违规办学行为零
容忍，坚决打击“无证经营”
和虚假宣传。同时，应建立
夜校黑白名单制度，对违规
机构及时进行公示。

如今，年轻人通常会在
各类网络平台搜索夜校机

构，这意味着平台方也需承
担起社会责任，加强对入驻
夜校的资质审核，对用户举
报及时作出反应，屏蔽或下
架违规机构。

作为消费者，我们要炼
就“火眼金睛”，提高自我保
护意识。在报名前，应充分
了解办学资质、课程设置、师
资背景、退费政策等内容，通
过正规渠道报名缴费。

当然，“假夜校”出现的
根源是有利可图，这也从一
定程度上折射出时下高质
量 公 益 夜 校 供 给 的 不 足 。
因此，在规范营利性夜校的
同时，要加强公益性夜校的
供给，发挥基层共青团、工
会等组织的牵头作用，整合
公共图书馆、艺术馆等单位
的文化教育资源，推出性价
比更高的夜校课程。

“夜校热”是 时 代 进 步
的产物，体现着职工群众的
求知热忱和对美好生活的
向往。夜校的良性发展有
利于促进建设终身学习型
社会，不能让几颗老鼠屎坏
了一锅汤，更不能让“假夜
校”寒了广大求学者的心。
只有各方共同努力，才能为
广大职工群众上夜校提供
更 多 个 性 化 、多 元 化 的 选
择，让大家的学习热情都能
得到最真诚的回应，让“夜校
热”持续升温，照亮更多人的
梦想之路。

二十载辛勤耕耘
只为牡丹南下争春

“花医”傅强把北国天香种进江南烟雨

牡丹大师傅强正在养护牡丹。

“智慧”养菇

“小镇收藏家”周文海

30 年抢救百万册旧书

周文海在由旧书堆砌而成的“书山”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