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我最艰难的时

候，是它养育了

我”。陈思敏这样

告诉钱江晚报记

者，“那时穷，还好

在湖边，我们就是

吃着湖里的鱼虾

长大的，不然早饿

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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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的一天，3个村民的

通宵守候，终于找到了一家国

有企业向大湖违规排放泥浆

的证据。

这发生在贺家池的一角。

在水乡绍兴，贺家池因为

唐代诗人贺知章的放生池而

得名，是鲁迅兄弟等名人笔下

的家乡美景。被誉为绍兴最

美湖泊。

只是，和世界上很多大江

大湖一样，随着时代和社会的

变迁，三十多年来，它已经渐渐

在地图上消失。

随着湖水一同远去的还

有一代人的乡愁和记忆。

不过，在如今，浙江重拳

治水的大背景下，沉睡中的贺

家池有了更多重生的可能

——一边，民众不停地自发保

护自己的家园，另一边，政府也

为它规划了未来。

拯救绍兴贺家池，现在正当时
村民深夜查获偷排泥浆的证据；退休女教师忧心乡愁和湖泊一起消失

钱报记者时隔三年重访贺家池：重拳治水背景下最美湖泊或能重生

本报记者 史春波 文/摄
深夜里，村民查获偷排泥浆的证据

贺家池的夜晚是安静的。晚上11点多，3名村民从家里出

发。他们生活在贺家池畔的上虞道墟镇新屯南村。这次深夜

出门，是为了寻找“证据”。来到位于贺家池的建筑泥浆处理中

心，他们听到“哗哗”的泥浆声。

一车车的泥浆从绍兴各地运来，在这里进行处理。

按照规定，这些泥浆经过处理后，会被烧成砖块。根据介

绍，这是一个废物利用的环保过程。

但是村民们一直怀疑，泥浆并没有全部被处理，有些可能

被直排进了贺家池。“你看湖里的水清浊很分明，有的地方特

别浑，一定是有泥浆直排了。”村民这样告诉钱江晚报记者。

白天，他们也来过，但没有发现异样。一直等到了深夜，才发

现了问题。

通过“哗哗”的泥浆声，他们找到了几根管子，不过，这些

管子被油纸和泥土掩盖着。村民们怀疑这些是直排泥浆的管

子，就打了举报电话。很快，环保部门赶到了现场，村民们从

家里拿来电钻，钻开了管子，大家看到涌出的建筑泥浆。这些

泥浆通过这些暗埋的管子直排进了湖里。

钱江晚报记者从多个渠道了解到，这家泥浆处理公司是

一家国有企业，由绍兴市水务集团控股，向湖里直排泥浆没有

经过审批，属违规排放。目前已在整改。

其实，早在几天前，村民就发现有泥浆违规排放，向环保

局举报，村民说，“我们还会继续关注。”

三年后，重访荒芜中的贺家池
贺家池在哪？它和生活在周围的人有什么感情和故事？

“你看，这就是绍兴的贺家池，一眼望不到边，最大的时候

有4000亩”。退休教师陈思敏这样和钱江晚报记者说。

其实，早在 3 年前，钱江晚报记者就来过这里，那时还有

违法生产的窑厂，有成堆的生活垃圾等等。

由于历史的原因，和很多大江大湖一样，贺家池渐渐在地

图上消逝。三十年来，为了发展经济，它先是被分割成了一个

个鱼塘，接着又造起了窑厂，挖泥制砖，回填垃圾，既影响了水

质，又污染环境。

2014年，绍兴市政府成立了贺家池环境专项整治工作督

查组，终于开始采取行动。当年，6家砖瓦厂全部关停，清理了

大量建筑垃圾。

只是，3年过去了，眼前的贺家池，还是一片荒芜。一辆推

土机正在填土，这里将进行复垦；已经被政府关停的窑厂没在

生产，废弃的违章建筑还在；一些建筑垃圾还堆着。

这里还是政府批准的建筑泥浆处理点，每天，一辆辆工程

车运送着泥浆，源源不断开到这里倾倒进大坑。

偷排的泥浆就发生在这里。“为什么要把泥浆排在这里？

什么时候能停止？”村民们充满了疑惑和担忧。

“一个 4000 亩的活水大湖是如此难得，如果能重现当年

的湖景，该是多好的事啊。”村民们还有这样美好的愿望。

当然，他们也知道，由于很多历史和现实的原因，大湖很

难重生。

根据政府的规划，贺家池将建成一个湿地公园。

往事和乡愁，贺家池养活了一代人
在众多村民中，陈思敏只是一个代表。

是一种特别的情结，让她 3 年多来执着地为贺家池的命

运四处奔走。在她眼里，贺家池就如同她的母亲。这名刚刚

退休的中学化学教师，晚年没有住在城里，而是选择在贺家池

附近的村庄买了一幢农民房。

离房子不远，就是一河的水，水是和贺家池相连的。陈还

做了一条小木船。更多的时候，她会开着车，围着贺家池转一

圈，看看它有什么新的变化。

“在我最艰难的时候，是它养育了我”。陈这样告诉钱江

晚报记者，“那时穷，还好在湖边，我们就是吃着湖里的鱼虾长

大的，不然早饿死了。”

在那个年代，富饶的大湖确实养活了一代人，这也让他们

多了一种常人难以体会的感情，比乡愁更深，用陈的话说，就

像是母亲的哺育。

其实，贺家池附近的村民多有类似的感受，“在上世纪80

年代以前，当时的老百姓都是多子女家庭，生活艰难，周边的

老百姓靠每晚在贺家池捕鱼捉虾才能养家糊口。在大家心

中，贺家池是一个真正的母亲湖。”一位村民这样说。

在他们的记忆里，贺家池曾是一湖碧波，抗旱泄洪、调节

水源、引船走货、灌溉饮用，可谓功能齐全。湖周边菱红莲碧、

鱼虾腾跃，堪称景色秀美，物产丰盈。

这个湖也养育了不少名人——邵力子、陶成章，还有鲁

迅。在鲁迅笔下，摇着乌篷船看社戏的情节，就发生在这个贺

家池。

执着救湖，“五水共治”让人看到希望
民间的救湖，是从 2014 年开始的。其时，浙江大力推行

的“五水共治”，这让大家看到了希望。

他们不断地在网上发帖“救湖”，这样的呼吁，一直到了今

年。他们整理了这个大湖变迁的所有资料，有上世纪80年代

的文件，有几年来贺家池的卫星图等等。

一些乡贤，也纷纷加入了队伍。比如王炜，国家城市交通

“畅通工程”专家组组长，同样在贺家池边生活过。

去年底，王炜和他的一些学生开始调研，做了一个《关于

恢复原贺家池 4000 亩天然水域的调研报告》，并寄给了浙江

省政府领导，得到了批示。

在距离贺家池数公里外的上虞市区，听到“救湖”的消息，

陈秋强也决定去贺家池搞一次调研。

“我很惊讶，没想到，我们家乡还有这么好的一块地方，是

个宝贝”。当听说贺家池的时候，陈秋强的第一感觉是“惊讶”。

陈秋强是上虞区乡贤研究会的会长，在当地德高望重。

他坦言，作为民间协会，他的原则是“只帮忙，不添乱”。

但是，再三权衡后，陈秋强判断这是一件好事，值得去，也

应该去调研。回来后，他这样感慨：“这么多年，贺家池荒废在

那里实在太可惜了”。

“我们觉得这样的资源很宝贵，应该好好保护和利用，像

杭州的西湖一样，是一件造福后人的大好事。”

民间的呼吁如此强烈，那么，官方又是如何呼应？

现 在 的 贺 家

池 边 建 筑 垃

圾很多。

本报2014年的报道。


